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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的多维性或者称为“芜杂”，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生态批评面对
的“中国话语”，其内涵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中国式现实”和“中国式成因”，二是生

态批评理论在中西对话中复杂而又独特的学术资源、思想倾向和文化根基。如果能够在这个基本事

实上予以理解和包容，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是充满活力的、多元丰富的，也是具有生

成原生自洽潜质的。换而言之，正是由于和西方不同的“中国话语”内涵，使得生态批评在中国形成

了不少可以视为“原生性”“创见性”的理论构建特点，具体体现为其理论构建的基本路径是“西学转

化”和“古为今用”，其理论的主要视域既强调“自然之维”又突出“人文关怀”，形成了一种温和的

“人本生态主义”的主流批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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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批评是文学和文化领域对全球化生态危机
的一种综合性回应，它在理论背景上广泛结合了自

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既突出地表现为后现代视

域下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又存在着对前现代

古典文化的浓厚兴趣、对现代人文主义的重新理解，

甚至对后现代本身也保持着谨慎的审思态度。自

２０世纪后半叶兴起以来，生态批评的发展一直保持
着激昂的态势，始终关注着当代社会最具焦点性、最

有现实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表现出从生

态的角度在文学研究中向外辐射，涵括了社会正义、

地域、种族、性别、人性、生命、自然、精神等众多批评

维度。有学者指出，“生态批评还不能由单一的方

法论或理论维系，而是由‘环境问题’这个共同的

‘焦点’所联结”［１］。美国生态批评家布伊尔认为，

生态批评不像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解构主义

和新历史主义那样，“以一种主导方法的名义进行

的革命”，它“更像是女性主义之类的研究，可以利

用任何一种批评的视角，而围绕的核心是一种对环

境性的责任感”［２］。而在全球化语境下，环境问题

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更具当代社会的普泛意义，就如

同当前肆虐的疫情一样，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无法搁

置、回避以及拖延。因此，当我们还在对生态批评在

理论的“合法性”上表示犹疑时，说明启蒙生态意识

仍是一项值得重视的基础工作，生态理论也并非简

单地探究人类中心还是生物中心的问题，其根本立

场还是人文关怀，本质上也并没有僭越“人学”范

畴。更具体地讲，我们发起生态批评和对生态批评

的研究，虽然强调其在生态启蒙层面的重要意义，但

从来没有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全部寄托于此，生

态批评的主要职责还是面对人的思想和精神问题，

解决生态危机最终还是要依赖所有人的参与，生态

理论所提供的就是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立场和思

想方式来对所生存的环境尽责。

在面对生态批评这个课题时，我们首先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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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是全球化语境，客观来讲，生态环境让全球化语

境更加凸显了它的必然性，所谓“地球村”的理念到

现在仍不过时。但作为一个布满政治经济意识形态

色彩的话语，它又绝非可以超越现实阻隔的“形而

上”概念，在强调全球化的同时，还必须正视生态环

境深具地方性、历史性的文化时空差异，所以中国生

态批评界始终有着理论上自觉的“中国话语”意识。

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可以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它

面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中国式现实”和“中国式成

因”，另一方面是生态批评理论在中西对话中复杂

而又独特的学术资源、思想倾向和文化根基。反过

来讲，也正是由于和西方不同的“中国话语”内涵，

使得生态批评在中国形成了不少可以视为“原生

性”“创见性”的理论构建特点。

一、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作为透视理论的一种

依据

生态主义思潮所体现的思想嬗变正在成为影响

人类“新文化”生成的巨大推动力，生态批评是探讨

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批评方法，透过它可以展望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生态批评１９６０年代
发轫于美国，１９９０年代走向成熟，先后涌现出生态
中心主义、环境公正、多元文化性、跨文化对话等多

种环境思想理论，也出现了一批卓有影响力的生态

批评学者，如劳伦斯·布伊尔、帕特里克·Ｄ．墨菲、
斯科特·斯洛维克、乔纳森·贝特等。

国外生态批评理论的传入对中国的生态批评有

重要的影响。不过，与西方不同的是，在前现代、现

代、后现代并置的中国，生态批评并非诞生于“后现

代”的文化语境，而是与１９７０年代末的文化思潮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

国走过的探索之路发展到今天，已然蔚为壮观。

当代中国生态批评四十年间历经了如下三个阶

段的嬗变：

①１９７０年代末１９８０年代初的萌芽到 １９９０年
代的理论初建：１９７８年黄宗英《大雁情》描写了科学
家为维护生态环境做出的努力和牺牲，１９８３年张炜
的《三想》表达了对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这是

生态意识的萌芽期。１９８４年高桦在《中国环境报》
副刊《绿地》第一次提出“环境文学”的概念，接着徐

芳的《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艺术思考》、曹天成的《对

近年来小说中自然意识的探讨》、张韧的《环境意识

与环境文学》等发表，是把生态批评运用到文学评

论的开端，到１９９４年前后学界开始以“生态美学”
作为文学、美学生态批评的理论起点。

②以１９９９年“生态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的召

开为标志，中国生态批评进入理论自觉期：新世纪伊

始，大量国外生态批评理论著作译入，一批国内生态

批评理论建构的筚路蓝缕之作问世，如“生态文化

丛书”“文艺生态探索丛书”等；王诺、陈茂林、陈晓

兰、韦清琦、刘玉、盖光等的参与，也扩大了本土化生

态批评的影响力；２００６年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
间》全面阐释了生态文艺学学科的理论建构理据，

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首次对西方生态批

评发展历程给予全面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

义。同时学界多次召开生态批评学术研讨会，厦门

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等先后建立生态批评研究

机构或创新团队，进一步扩大了生态批评的影响力。

③２００７年后，生态批评学术进入跨越式发展阶
段：厦门大学研究团队推出“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

书”，曾繁仁、鲁枢元分别出版力作《生态美学导论》

（２０１０）、《陶渊明的幽灵》（２０１２），其他专著如程相
占《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盖光《生态批评与中

国文学传统融合与构建》等如雨后春笋；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大力支持生态批评相关研究课

题的申报，年轻学者不断充实到生态批评和生态文

学研究的学术队伍中，生态批评正成为中国人文社

科研究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目前，中国生态批评领域已经出现一大批优秀

的专门性、分类性学术成果，根据其内容大致可分为

四类：第一类是译介或研究西方生态批评的成果，如

日本学者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与伦理》（冯雪译）、美

国学者查尔斯·哈珀的《环境与社会》（肖晨阳译）、

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

译）；第二类是在某种环境思想下构建自己的生态

批评观，如傅华《生态伦理学探究》、佘正荣《中国生

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鲁枢元《生态文艺学》、

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第三类是对某个

历史阶段或某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和生态思想做批评

研究，如冯肖华主编《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究》、

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黄轶《中国当代

小说的生态批判》、李玫《新时期文学中的生态伦理精

神》等；第四类是对中外生态文学史、生态批评史做文

献整理和系统研究，如王诺《欧美生态文学》、胡志红

《西方生态批评史》、汪树东的国家社科课题“中国生

态文学史暨生态文学大系整理”（２０１６）、黄轶的国家
社科课题“中国生态批评研究”等。

中国生态批评从萌芽、初创到“爆发”已历经４０
年，研究成果已蔚为壮观，可以说是和“改革开放四

十年”共成长，目前到了应该做整体梳理和全面评

价的时候，有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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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生态批评思想史的清理及学术队伍的考
察：中国环境思想史与生态批评是在西方生态主义

思潮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双向影响下的产物，在借

鉴与“本土化”创新中其发展还不够成熟，生态中心

主义哲学（包括深层生态学、东方宗教哲学等）、环

境公平与正义、地域本质主义、文化多元性原则等边

界尚存模糊，呈现出芜杂纷繁、不易辨析的一面，对

生态批评家的甄选也尤需审慎。

②立足“中国经验”，分析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
得失：中国当前的生态批评存在一定偏误，或者过分

倚重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或者过分夸大中国传统文

化中“天人合一”理念在现代性反思中的理论自新

和实践功能，脱离了中国生态书写的文化背景，对生

态问题的“中国经验”观照不够。

③辩证看待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２００７年我国就已经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目前
虽成效显著，但因为大面积区域发展滞后也显得步

履维艰，这就要求在理论批评中理性辨析生态文明

与物质需求、环境公正与经济建设间的对立统一，找

到生态批评的平衡点。

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对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建

构的系统梳理问题。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丛生繁多，

但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再次走向环

境公正、生态乌托邦、多元文化生态批评等，思想史

脉络相对清晰，理论观念已经成熟；而中国生态批评

的产生虽然比西方晚，但中国当前的现代性发展呈

现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文化景观，再加上

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当下的生态主义思潮相互

渗透，因而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发展呈现出纷杂的局

面，显现出不同的理论创建途径，例如：在跨学科视

域下的生态文艺学建构，存在主义视域下的生态美

学建构，后现代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人本生态观建构，

中国传统儒释道自然观与生态批评的“本土化”等。

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的多维性或者称为“芜杂”，

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生态批评面对的社会现实、文

化和学术环境呈现为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为

复杂、深广的情形，如果能够在这个基本事实上予以

理解，那么也可以说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是充满活力

的、多元丰富的，也是具有生成原生自洽潜质的。

二、“西学转化”和“古为今用”：中国生态批评

理论构建的基本路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开始萌芽，
主要表现在生态文学评论的出现，以及“生态文艺

学”“精神生态学”“生态美学”等概念的提出。进入

１９９０年代以后，随着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研究的

相继兴起，生态批评理论形态逐渐形成。２１世纪元
年，以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

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徐恒醇的《生态美

学》、余谋昌的《生态哲学》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为

标志，中国生态批评正式步入理论建构阶段，在此后

近十年间，始终处于充满活力地开疆辟土的状态。

在这期间，２００１年“全国首届生态美学研讨会”和
“建构生态文艺学”学术座谈会、２００２年“文化生态
变迁与文学艺术发展”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３年“中国首
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等学术会议的举

办，意味着中国生态批评界形成了规模化的学术团

体；厦门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等先后建立生态

批评研究机构或创新团队，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生态

批评的学术派别；《精神生态通讯》《鄱阳湖学刊》等

专门性的内资和学术刊物，以及《文艺报》等报刊专

栏，为生态批评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和园地；鲁枢元的

《生态批评的空间》、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

稿》和《生态美学导论》、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龙

娟的《环境文学研究》、张华的《生态美学及其在当

代中国的建构》、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王

晓华的《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盖光的《生态

文艺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和《文艺生态审

美论》、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王茜

的《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刘文良的《范畴与方法：

生态批评论》、程相占的《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

等大批学术专著问世，呈示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本

土创建、体系构造、多元开拓的壮阔声势。至２０１０
年前后，中国生态批评界开始整体进入到回顾、总

结、反思和试图重建的进程中来，其表现如下 ：

①出现了对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等学者的专
题研究，肯定了他们对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奠

基价值，大致梳理出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主要脉

络。

②展开了对中国生态批评理论之研究，胡志红的
《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危机与转机》一文，以及马治

军的专著《道在途中———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

相对系统地回顾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阶段性历程。

③针对中国生态批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
性评估，如王诺的《当下生态批评亟需直面的重要问

题》、黄轶的《生态批评的偏误》、王为群的《当前生态文

艺学研究的得与失》等文章，引发了理论界的省思。

④相比前一阶段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热潮，
２０１０年以后生态文学研究或生态批评视野下的文
学研究明显更居主流，如唐克龙的《中国现当代文

学动物叙事研究》、李小江的《后寓言：〈狼图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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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诠释》、余晓明的《文学研究的生态学隐喻》、李会

君的《生态意识与叙事精神》、张晓勤的《中国当代

生态文学研究》、黄轶的《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

判》、赵树勤的《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景观》等著作。

或许这并不能说明理论发展的乏力，但无疑在理论

的进一步发展上谨慎地缓慢下来。

⑤学术界对生态批评理论空间的拓展和发展方
向，普遍提出了两条路径：一是加强与西方生态批评

界的交流对话，二是促进对中国古典生态理论资源

进行现代转换。

在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形成了以

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为主要理论形态、以借鉴西

方生态批评理论、发掘并阐释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

想资源为主要学术依托的基本路径。首先，我们需

要厘清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之间的关系，这是目

前研究中往往被忽略或回避的问题，论及生态批评

理论，总是笼统地将二者并入一起。最早刘锋杰在

构想生态文艺学的理论之路时，从学理逻辑的角度

做出过辨析：“任何文艺学问题的讨论，说到底，都

是关于美的问题的探讨。有什么样的美学理论，往

往就有什么样的文艺学。因此，若说生态文艺学是

一种新型的文艺学，那么，它在美学理论上，也必然

是坚持着一种新型的美学观，这样，它的出现才是理

由充足的。学界对生态美学的研究，正为生态文艺

学提供着最直接的理论依据与说明。”［３］按照这一

说法，生态文艺学研究依赖于生态美学理论的支持。

曾繁仁进一步指出：“相对于生态美学而言，生态文

艺学的研究还没有在哲学思考上对生态学和文艺学

的结合进行理论提升，但是它在生态意义上提出了

人—自然—文学艺术三者的同源，而且指出生命存

在在生态环境与文学艺术中的本体地位。这种对生

态文艺学的界定，与生态美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社

会以及人自身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的理论旨趣

是相同的，因而体现出生态文艺学与生态美学的同

源性。”［４］言下之意，生态美学能够给予生态文艺学

在哲学思考和理论高度上的指导，这也源于美学本

身就依附于哲学的优势。

其次，通过探察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轨迹，

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一方面是梳

理和推演的基础性研究，另一方面则是整合与重释

的创见性发展。鲁枢元等人的“生态文艺学”研究，

广泛吸收了西方现代生态学、环境科学、生态哲学和

伦理学等理论资源。

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一书，系统梳理了从近

代自然哲学到当代生态批评理论的诸家学说，但更

注重通过推演的方式来构建“生态文艺学”论题，他

所探讨的重点不在于论证生态环境危机的事实以及

历史根源，而是本着“接着说”和“另辟领地”的原

则，集中探讨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文艺何为”“生

态文艺如何为”的问题，所以他将生态问题自然地

接引到人的“精神生态”问题，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

在于人的精神危机，生态治理最终要归结到人的精

神和思想改造，而文艺恰恰是作用于人的精神和思

想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这样在学理上为生态文艺

学和生态批评搭建了“生态—精神—文艺”的论述逻

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态批评通过文学来回应生

态环境问题的“合法性”自证难题。

曾繁仁等学者在致力于生态美学研究中，特别

强调中国提出“生态美学”的“原生性”贡献，在曾繁

仁看来，中国生态美学的产生和发展存在着诸多影

响性的因素，所以它在美学理论上的超越和突破也

有多个方面的表现：“首先，从美学学科的哲学基础

来看，标志着我国当代美学的哲学基础将由传统认

识论过渡到当代存在论，并从人类中心过渡到生态

整体；其次，从美学理论本身来看，标志着我国美学

理论将由无视生态维度、过分强调‘人化的自然’到

重视并包含生态维度；第三，从自然美的理论来看，

标志着从自然的完全‘祛魅’到部分的‘复魅’，亦即

部分地恢复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和潜在的审美性；

第四，从思维方式来看，标志着从传统的主客二分思

维模式过渡到消解主客的生态现象学方法。”［５］中

国生态美学理论所取得的成就，也体现了其在多种

因素和条件背景下开展研究的多向维度，曾繁仁将

其２０１２年前的生态美学研究总结为两大论题，“一
个是作为生态美学哲学基础的当代存在论美学”，

“另一个是中国古代的‘中和论生命哲学’”［６］。近

年来，他又重点关注了“生生美学”、中西生态—环

境美学比较研究等论题。其实曾繁仁的研究，也代

表了中国生态批评界的基本理论路径。

总结起来，中国生态批评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

是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探讨生态批评所依存的生态

学理论、存在论哲学、生态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及美学理论传统等，来阐释生态批评的范畴、价值

观、批评实践等具体问题，从而建构超越传统文学批

评，也区别于西方的中国生态批评范式；二是通过研

究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尝试提出新

的生态批评论题，在中西生态批评的比较视域下，主

张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更进一步

说，中国生态批评总体上趋向于强调理论的自主性

和创新意识，其研究路径可以化繁就简地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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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转化”“古为今用”两个方面。

三、自然与人文：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主要视域

在全球化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审视人与自然的

关系成了当代社会最广泛也最迫切的核心议题。有

论者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目前的生存危机

除了战争威胁，可能最广泛而迫切的就是人与自然

的问题，甚至战争的威胁本身有时也是人与自然矛

盾的一部分。”［７］生态主义思潮认为，西方哲学传统

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处在二元化的对立、分裂状

态，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启蒙运动，这两次重大

的文化变革都一再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权利，形成了

强大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因此，当欧美发达国家

爆发生态环境危机时，自然地就引发了对工业社会

及其主流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西方学者开始对工业

革命时期的启蒙文化产生怀疑，提出以超越工业文

明缺陷为目的而发起“第二轮启蒙运动”，生态主义

思潮和运动也被视为这场“新启蒙运动”的核心组

成部分。

生态启蒙的核心议题就是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

想。在西方当代哲学和伦理学中出现的一次重大转

向就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演进，其主要理论学派包括

“大地伦理学说”“动物中心论”“生物中心论”“深

层生态学”等，基本主张是要求将道德权利从人扩

大到自然界的动物、土地乃至一切“非人”存在物。

生态中心主义的提出和影响，也引发了激烈的论争，

论争焦点就在于生态关怀和人文关怀孰是孰非、孰

优孰劣的问题。中国生态批评理论虽然深受西方影

响，对于生态中心主义中的“大地伦理”“深层生态

学”等理论学说也颇为认同和支持，但并不是完全

地照搬和援引，更倾向于以辩证的眼光和态度去批

判地吸收、转化。这是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

国情现实，以及“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传统，决定

了中国学者不可能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采

用线性思维而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当然，即便是

西方那些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者，也并非完全背离

人的社会性，单纯从理论上指责生态主义属于“见

物不见人”之偏至论的批评意见，其实也存在对生

态理论的不同程度误解。

中国生态批评理论中一个突出的倾向就是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和人本生态观的指导，很

少有学者过分地纠缠于人类中心还是生物中心的

“辩难性”选择。相对而言，在价值立场上，中国文

化传统的“中和”思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和马克思

主义辩证法颇有异曲同工之理。中国学者更强调生

态关怀和人文关怀的兼顾性、融通性和协调性，主张

以生态关怀为指导，在生态批评中贯穿人文关怀，对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批判，但不认同生物中心论，

始终认为：生态理论的本质还是“人学”理论，生态

批评的目的还是服务于人自身的和谐优化生存。因

此，明确把新人文主义或者生态人文主义作为生态

批评的旗帜，这是中国生态批评理论鲜明的立场和

原则。

鲁枢元在他主编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

术资源库》一书中，就曾经指明了把“自然”和“人

文”两个维度结合起来而形成生态批评视域的学术

方向。他认为，西方生态批评面对的是西方社会长

期以来占据思想主导地位的“直线社会进步论”“理

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探讨“生态解困”的方案

上，这种科学理性的思维仍然影响西方人的观念和

表达，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就提出与之对立的生态中

心主义，批判“技术至上”就倡导“反技术主义”或者

寄希望于技术的改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则主张

对自然进行“复魅”，这些理论学说看上去为人们勾

画了诱人的前景，但从根本上仍然还是无法摆脱二

元化的思维方式，以一种方案代替另一种方案，这是

环保主义者和政治行动家的职责和做派。如何为生

态解困而倡导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中国人的文化

传统和精神生活也许更具当代性的启发意义。西方

一些哲学家倡导的观念，如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

的栖居”，罗尔斯顿所说的“恢复大地与人类的亲情

关系”，戈尔提议的“恢复人与自然的精神纽带”，怀

特海阐发的“人与万物平等”的思想，都很容易能够

在中国儒道佛文化以及民间文化和社会生活现象中

得以呼应，这从西方学者对中国道家等传统文化表

达的敬意就可以体现出来。鲁枢元指出，中国文化

对于当代生态理论建设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原因

就在于“中国人对于‘自然—人文’同一性的坚守”，

所谓“同一性”，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的诸多流派像

儒家、道家、禅宗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核心论述，

具有相近融通、互释互补的特点，另一方面则是中国

传统文化产生的第一个“轴心时代”，也即是先秦时

期的诸家学说，创造出了像“天人合一”这样足可视

为“原点”“根脉”的文化思想，并且千年来始终没有

对之背离，“只是在固有的原点上不断地复述着、阐

释着”［８］。尽管这种坚守也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缓

慢，甚至“愚昧落后”，但时移世易，中国古人的思想以

及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在当代建设生态文明的语境下

却体现了一种生态智慧，得以在生态视域中重新焕发

生机。

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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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的同一性，决定了中国生态批评必然沿着“自

然—人文”一体化的方向。作为“生态文艺学”的主

要创建者和理论奠基人，鲁枢元在生态危机的时代

背景下关注人与自然的问题，切入点是“精神生

态”，在谋求生态解困的动机下提出了“重振文学艺

术的自然之维”的路线。鲁枢元认为，生态危机的

根源是资本主义的人格和经济模式，解救生态危机

的途径在于根本性地调整人类的价值观念、生活方

式、文明取向，追求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协调一

致，因而，生态危机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科学管理

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哲学问题、信仰问题和诗

学、美学的问题；同时，由于工业时代导致的文明的

偏颇，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人类精神文化的衰落

是生态危机的一体两面，对精神的救治需要引入自

然的诗意，而对自然的救治则需要“一场话语和观

念上的革命”“一种精神上的改造运动”，文学艺术

作为精神活动，它应该在这样一个人与自然被严重

割裂的时代发挥作用，“填平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鸿

沟，抚慰人和自然之间的创伤，开创新时代的和谐与

均衡”［９］。

中国学者在发起生态批评时不仅重视文学艺术

在生态时代“何为”的问题，也注重文艺通过生态批

评如何促进自身发展和内部完善的问题。鲁枢元在

《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一文中分析到，人类文明史

上曾经出现神学、物理学、生物学这三种知识系统，

文学批评理论因此表现出不同的话语和形态，而生

物学的整体观正是生态批评得以发生的哲学基础。

生物学的整体观让文学艺术内涵在涵括社会、文化、

地域、性别、人性内涵的基础上，又汇入了种族、生

命、自然和精神内涵，从而让生态批评在本质上体现

为“一种拥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批评，一种拥有责

任和道义的批评，一种包含历史文化内涵的批评，一

种富有现实批判精神的批评”。这与西方生态批评

的文论主张是契合的。陈茂林指出，“生态批评从

以地球为中心的视角进行文化研究”［１０］，从而为人

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文论的融合找到了恰当的结

合点。但西方的生态批评在走向生态主义和环境公

正之后，逐渐模糊了人本主义的立场，从而导致生态

批评无界限的泛化。因而，王晓华认为，“能够在逻

辑上真正扬弃主体论文艺学的，迄今为止只有生态

文艺学一个流派”，但中国生态文艺学表现出更为

鲜明的建构品格，“自在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文艺

学”［１１］。在生态批评理论的思想体系上，中国生态

文艺学提出了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相统一的关系模

型。鲁枢元在开放的学术视野中结合生态学的概念

和理论，形成了“生态—精神—文艺”三维一体的学

术思想结构。曾永成认为：“对精神的本体性的肯

定，把精神纳入人的生命本体的整体之中，从根本上

揭示了精神在人性生态中的地位对于人性生成的生

态意义，而这也正是文艺生态性的基础所在。”［１２］王

先霈表示：“建设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思考的重

点要放在推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要

放在推动国民健康的生态观和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

的消费观、人生观的建设上面。”［１３］张皓提出了“三

个世界、三种生存、三种生态”———“我们生活在三

个世界中，即物质的世界、精神的世界，还有文化的

世界”，因此应该拥有三种生存方式：“物质的生存、

精神的生存和文化的生存”，“由此需要关注现实物

质的生态、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１４］

四、如何对话、怎样融合：中国生态批评理论之

批评

中国生态批评学者非常强调“中国话语”，试图

通过中西对话、古今融合的路径来实现中国生态批

评理论的独特建构。就目前而言，中国生态批评理

论最富有创见性、最贴近中国社会文化、最合乎中国

生态环境思想的生态批评观，可以概括为“人本生

态观”。从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研究者提出的

主要理论可以发现，其共同的倾向就是坚持人本生

态的价值立场，主流的生态批评表现为一种温和的、

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这是可以和西方形成对话

的“中国经验”。王先霈早在１９９０年就发表文章，
倡导“圆形批评”，主张以人为本来建构生态文艺

学。曾永成从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开始，就坚持对马克思
的美学思想进行研究，运用系统原理对“自然向人

生成”说进行过程论阐释，并作出本体论与价值论

相统一的理论定位，以此作为学术起点；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之后，历经从系统论到生态系统论、再到人
类生态系统论的学术视野延伸，终于走进马克思主

义的生态哲学阐释，并归结提出生成本体论和人本

生态观。他的学术思想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本

体论和人本生态观为哲学基础，以独特的生命信息

机制“节律感应”解释了审美活动的对象性特征亦

即生态本性，较圆满地实现了人本主义与生态主义

的统一。近年来，曾永成、曾繁仁、程相占等学者从

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倡导人本生态美学、人本生态

文艺学研究，在学界具有独树一帜的意义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人本生态观契合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

中国化语境，与中国倡导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高度统一的立场，符合当前中

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主流趋势。

·６·



与人本生态观相对立的是西方激进生态主义思

想，在中国生态批评的进程中，也有不少学者盲目追

随，致使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过于倚重。有研究者

曾经认为，“人类一步步走向绝境”，将原因统统归

咎于人文主义对人的盲目信仰，提出严格遵从生态

主义的三点序言，即：“自然为本”“反人类中心主

义”“对自然的理性激情”，彻底“摆脱人文主义的思

维定式，实行生态主义的互滋教育”［１５］。对此，已有

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和反思，认为西方生态批评的后

现代语境和中国当前的现实存在错位，后现代主义

的内涵是对“现代性”的解构、批判和超越，这与发

展中国家吁求“以‘现代性’为核心的价值体系”［１６］

难免冲突，也就根本地注定了盲目跟从西方立场或

者简单认同生态批评的超越性势必导致思想和理论

的“偏误”。由于中西生态思想以及生态文化和文

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有不少学者提出，为避免

中国生态批评重蹈“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覆辙，在援

引西方生态理论时应密切关注中国的现实，力图开

辟生态批评的“中国化”。

事实上，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危机作为直接

动力和宏观背景，促进了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时代

迈进，在此进程中，中西方的生态化道路及其经验有

着明显的区别。美国城市生态学家理查德·瑞吉斯

特认为，在建设生态城市的道路上，中国可以“另辟

蹊径”，因为“中国不仅有思想基础，有实证经验，而

且也有能力和潜力去改变这个世界。这个思想基础

就是中国五千多年来积淀的天人合一的人类生态观

和儒释道诸子百家融于一体的传统文化；这个实证

经验就是中国传统农耕村社朴素的自力更生传统和

风水整合、阴阳相济的乡居生态原则”［１７］。在生态

批评理论的构建中，中国学术界也充分认识到依托

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来实现本土化

理论创建的重要意义。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

传统西方伦理学未曾考虑生物学客体，强调科学与

伦理学的分离，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严重，要突破

这种局限，“也许佛教禅宗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

贝尔德·克里考特《地球的智慧》一书中指出：“发

展出一种基于中国古代思想土生土长的中国环境伦

理学的潜力是巨大的。”［１８］也有研究者把目光投向

中国的民间文化，指出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不少作家

“在对田园的反顾和现代性的省思中，带有神秘色彩

的民间文化再一次开始了对大地的‘复魅’。敬畏自

然的民间文化走出了‘寻根’的意图，和环境危机下的

生态关怀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１９］。

中国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生态思想阐释和

研究，基本涵括了《周易》、儒家、道家和佛家禅宗文

化。从整体研究的成就来看，曾繁仁在生态美学的

论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发更具宏阔性和系统性，

在理论转化上也体现出强烈的创见意识。一方面，

在曾繁仁的生态美学研究中，他广泛地关注到了中

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包括《周易》和

儒家、道家、佛家文化，也包括《诗经》的风体诗、比

兴手法，到后世的境界论，再到现代宗白华的“气本

论”等文论和美学思想，另外他还将生态美学研究

和中国戏曲、绘画、音乐等艺术相结合，不断衍生出

新的理论阐发的资源空间，所探究的传统美学范畴

非常丰富；另一方面，曾繁仁更注重对中国传统文

化、文论和美学思想进行创造性的理论转化，将它们

融入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的理论内涵中，并且还

具有创见性地提出了一些生态美学论题，比如“中

和论生态—生命美学”“生生美学”等。

曾繁仁指出：“西方真正的生态哲学与美学话

语大多受到了东方儒道佛文化的影响。因此，探索

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不仅是发掘中国文化宝藏的需

要，还是真正弄清西方生态美学真谛的需要。”［２０］在

探究中国古代文化中生态审美智慧的过程中，最为

重要的就是把握核心论题，也就是用一种探究本质

的方式去理解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思想内核，这也

是当代思想和理论研究强调从“轴心时代”去寻找

理论资源的趋势。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就

是先秦时期，这个时代的理论具有文化原初性和独

特性，在哲学上具有“天人相和”“保合太和”的特

点，体现了一种生存论内涵，和西方工业时代所强调

的逻辑与理性哲学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在“后现代”

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超越的当代文化语境中，具有

文化思想的原初性、本真性和原生性价值。曾繁仁

认为，中国哲学的基点是“天人合一”，它所体现的

生态智慧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生态本位性质，与其对

应的美学也就是一种生态的美学。那么，如何对这

种古典形态的丰富的生态美学话语进行归类阐释

呢？曾繁仁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美学就是

一种“中和论生态—生命美学”，所谓“中和论”是指

“天地交感”所体现的哲学思想。《礼记·中庸》有

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曾繁仁认为，这

种“中和论”思想首先体现了《周易》“生生”之学的

生态观和生命观，同时也贯彻在儒道佛各家哲学和

美学思想中，包括儒家“仁者爱人”的“爱生”思想，

道家“阴阳相生”的生生之规律，佛学中“普度众生”

的“护生”思想等。在曾繁仁看来，中和论的生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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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美学思想贯穿整个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构成

了“天人”关系中特有的生命意蕴，也渗透在艺术和

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特殊的东方审美境界。

以“天人合一”论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生态文化

资源经过系统的阐发，成为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的重

要思想基础，确立了崇尚自然的生态审美态度，构成

了当下追求和谐的生态美学境界，树立了以“回归”

自然为生态追求的精神方向。不过，中国古代生态

理论资源在古为今用、古今融合的转换与创新程度

上尚且不足，在充分发掘整理的过程中还未能真正

做到吸收精华、剔除糟粕，一味盲目地崇尚传统，也

致使其中一些趋于神秘化、玄学化的成分混杂进入

今人的思想。总而言之，对中国传统儒释道自然观

的研究，既是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本土化”建构的重

要路径和拓展空间，也是其发展中必须审慎对待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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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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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灵魂”的家园
———评荷兰华人女作家林湄

林　祁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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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祁（１９５７—），女，江西南昌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作协会员，日本华文女作协副会长，厦门大学嘉庚学

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摘　要：闽籍作家林湄带着她的“乡愁”远到荷兰，开始了对异乡文化的探索，她的散文真实记
录了这一心路历程。长篇小说《天望》《天外》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言情小说，也不同于一般的移

民小说，它在关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接纳和融合的同时，更注重人的精神归属问题，即寻找“灵

魂”的家园。林湄的创作不仅是华文文学在海外的拓展，也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深入或者“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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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华人女作家林湄的长篇小说《天望》［１］《天
外》［２］出版后，又以散文集《点亮高处的灯》［３］照耀

华文创作这片独特的领域。林湄生于太平洋西岸的

福建泉州市，饮闽江水长大，于黄浦江畔成家，在香

港维多利亚海湾工作……生命之舟漂啊漂，有一天，

竟然漂到原生存地的对角线上———大西洋东岸的北

海边居住……从“在水之湄”漂到“在水之湄”，真是

与水有缘啊。

我以为所有的华人华侨都与水有缘。不是说，

有海的地方就有华人吗？林湄从故乡泉州到欧洲荷

兰，在地图上看刚好是对角线，看起来很近，其实很

远。漂洋过海，移民他国，有几多浪漫，又何等艰辛，

而今全都交给记忆，交给这些文字。

《点亮高处的灯》责编蔡安、欧阳蘅、李珊珊力

推此书，指出其特点———

作品内容不同于一般女性散文抒情感

怀，也不同于一般文化散文异乡异域风情的

描写，非一般学人散文“掉书袋”的学究气

议论，而是贯注了作者作为一个地球村公民

对宇宙、人生、历史、家国、民族、世界诸多层

次的深邃思考与感悟、叩问生死与探究人性。

全集文思意在弘扬真善美，针砭假丑

恶，体现一个历经沧桑、执着文学而九死不

悔的学人式作家青翠灵魂的栩栩如生的文

字影像。（封面推荐语）

是的，九死不悔！是“九死不悔”才灵魂青翠，

还是灵魂青翠才“九死不悔”呢？并非玩文字游戏，

这些文字是有重量的，是湿的，咸的，“海来海去”。

它也许不如山那么厚重，却有海的激情。

多亏文字留住了记忆，留住了“海来海去”的中

国故事。无须抒情，不必掉书袋，能够以“真情”写

散文，是一种近乎奢侈的幸福。而且，这种幸福非同

一般，虽然缺乏“崛起”的雄伟，却有“漂流”的浪漫。

我与林湄是忘年交，又是老乡。当年我们都从

故土闽南走向世界，一个向西（荷兰），一个向东（日

本），我们的生命与写作历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与西方对话

记得我刚去日本的时候，总觉得没有走出中华

文化，至少举目皆是熟悉的汉字（其实陌生，那是后

话）。而林湄到欧洲，举目新鲜，从文字语言到景色

肤色，无不陌生。陌生感可以使旅游者兴奋，而给移

民带来的就不仅是兴奋，而是浓浓的“乡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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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湄为什么跑到遥远的荷兰去呢？也许有她说

过、未说或不说的现实因素，但有一条是明确的：渴

望与西方对话。因为东方遭遇西方，是近代以来中

国及其中国人的命运。幸运的林湄是这场“跨”文

化的实践者———

荷兰虽然没有山脉，但面向大海……

还有河流、湖泊、树林和野生动物保护区

等。看那春天碧绿的草地、千姿百态的花

朵以及墙缝、石隙、农地里破绽而出的种种

绿盈，便想到“复活”的力量和意义；夏天

躺在人烟稀少的北海岸沙滩上享受日光

浴，听浪涛细语，看海鸟飞翔，无喧的心境

顿像大海一样的坦然和空旷；秋天漫步于

林间小道，观看树叶色彩的变化和飘飞的

落叶……当冬天第一场雪花出现在窗前的

时候，仿佛听到时间的脚步声，它悠然、稳

重又毫不留情，在无边的雪原里留下历史

的踪迹。可见，意会自然不一定要面对

“宏伟壮丽”“磅礴气势”或者“奇特”的风

景，关键是你要融入自然，了解自然，与其

往来和交谈，否则，大自然就像我童年的想

法一样，不过是上山砍柴、下海打鱼的地

方，包含贫困无奈的意思……［３］３

林湄走过饥饿和动乱的年代，进入安静的陌生

的荷兰，在融入自然、了解自然的静思中，有一种新

鲜的“复活”感———

大多数人认为植物是没有语言的。荷

兰人就不同。荷兰的花卉长得又鲜又好，

就是主人每天见到它们便说“ＧｏｏｄＭｏｒｎ
ｉｎｇ！”然后再和它们交谈的结果。这里还
有一种“不死草”，按照人的观念，冬季严

寒，小草自然枯萎凋死，然而，“不死草”无

惧风寒冰雪，依然朝气蓬勃，绿意葱葱。它

为什么不怕严寒？它的生性为什么是这样

而不是那样？人能解释清楚吗？［３］２０

倾听这种与大自然的对话吧，可以说这是林湄

与西方的对话之一。我以为这正是她“海来海去”

的意义。林湄在西方，自由自在地与大自然对话，而

又何止与大自然对话，她不时在与自己的生命对话。

她说，不知是大峡谷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大峡

谷，我只留出一点心田，奇迹就在此发生。看来，人

只要把握一点东西就可以过宁静的生活。希望腾出

更多的空地，让那多情多波的心坐落于这座大峡谷，

令余生的心灵另有一番风景———

幸好，经历令我有所突破，加上我的生命

本质与自然有种特殊的“姻缘”，所以，早期接

触自然虽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感性和理

性仍然时有距离，但那最初的惊讶和高深莫

测的印记却始终深置心中，因而一有时间依

然喜欢置身于大自然。渐渐地，在尘世和大

自然间的不断往返中，生命和自然日益和谐

相融，成了互为相依的物象；更有趣的是，原

先像凡·高自画像里那双无神的眼睛，竟然

郁消闷散，炯炯有神。［３］９

其实，林湄在与自然的对话中，总离不开与人的

对话，与人中高人即高处的亮灯对话。她经常去拜谒

大师，发出中西之间的“天问”，寻求人生的真谛。她

在《他为你点亮更高处的灯———魏玛寻思》里写道：

今夏文化之旅最难忘的是魏玛之行。

它是小城，幽雅宁静，除有马丁·路德、席

勒、李斯特、巴赫等名人遗迹外，还有德国

文学史上“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歌德和

席勒的故居及墓室所在地。

想到此，我好像脚踏的不是一间书房，而

是面对着大千世界里的一座精神丰碑！［３］３８

与自然对话，与大师对话。她拜访卢梭与米勒

的故居后留下文字：

米勒与卢梭是同行，没有“相轻”而是

“相亲”，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的，

如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卡夫卡的朋友马克

斯·布罗德，卡夫卡生前穷困潦倒，对自己

所写作品缺乏信心，死前嘱咐布罗德将所有

手搞毁之。布罗德不但没有照办，还四处为

他寻求出版，几经挫折才得以成全。［３］５７

没有布罗德，就没有今日文学史上的

卡夫卡。

大凡我们这一代中国人都会联想到“文革”的

“破四旧”及烧书。我的父亲，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教

授，当时一夜之间就被烧毁了上万册书籍。以这种

被烧过书的心情与西方对话，能不添几分沉重？我

一下明白了林湄在散文边缘的“括号补充”。

林湄说，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散文，是她２０多
年来在从事长篇小说创作时偶有灵感，不由自主地

从“形象化”回到“真性情”的书写。我对这种说法

不敢苟同，似乎写小说就不必“真性情”而写散文就

无须“形象化”了。但强调散文的“真性情”却是有

意义的。我看林湄的散文是小说之余，有如宋词是

唐诗之余，又何止是诗体变革，恰恰是呼唤这种“真

性情”。而我对林湄散文的不满足，恰恰是觉得她

的笔力还不够“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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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故土对话

林湄的最真性情每每流露于她的“乡愁”。可

以说乡愁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第一主题。

说到家园，闽南是我与林湄共同的家园。闽南

文化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是它的海外性，海上丝绸

之路就从泉州始航。其次便是宗教性，泉州三教共

存，就是“文革”期间也不曾被毁，可谓是少有的幸

存者了。而且这种少有的“跨宗教”精神为什么能

活在泉州？这问题暂留今后探讨。此文且说林湄出

生于泉州市，从小就帮那些夫下南洋的留守嫂“写

情书”，可以看出她的情商智商始自这块故土，她的

宗教情怀也始自这块故土。

从地图上看，从泉州到阿姆斯特丹恰巧是对角

线。林湄出生于泉州，经香港后移居荷兰，惊喜地发

现这“对角线”，似乎是她命运神奇的安排。当我从

闽南来到欧陆，顺访她阿姆斯特丹具荷兰传统风俗

的古屋时，她兴奋地指着地图，目光随指尖久久地落

在泉州这一小点上。

她的“原风景”就是泉州的海：蓝蓝的海。又黄

又细的沙。风吹来沙会涌动……她记得红砖厝前石

桥下就有清清的河水通往大海，有个被叫作“疯女

人”的趴在清水里不肯起来。那时她还不足五岁，

不知道水会淹死人。和泉州的孩子们一样，她喜欢

玩水。那天她和妹妹站在海边的礁石上，等爸爸买

冰棒回来，却脚底一滑掉水里了。幸亏爸爸及时赶

回将她捞了起来。海对于她，是美丽好玩的，又是灾

难四伏的。而今她年过古稀，可以说一生漂移都没

离开过海，经历的苦难是祸是福都在笔底卷波浪，可

谓“边缘作家”。我采访过各种人物，发现“原风景”

影响人的一生，林湄也不例外。泉州的“算命先生”

说她会去很远的地方，泉州到阿姆斯特丹在地图上

虽是对角线，看起来近，飞起来远。

年少时，我对财富就比较敏感，那时住

在乡村，家有外汇，生活优裕，只是周围乡

亲很贫穷，遇难关时常向祖母求助。祖母

一生助人为乐，左手钱来右手出去，财源不

息，不愁没钱花。钱在祖母的眼里像礼品

一样，记得我被哥哥欺负、无力反抗、大声

啼哭时，祖母因怕哭吵声，便塞钱给我买糖

去，其时几分钱就够买一把糖果了，祖母则

给我１元到５元的纸钞不等。事后祖母教
我将花不完的钱塞入开了缝的竹筒里，竹

筒装满后，祖母说“我没钱了，借给我用

吧”。随之将竹筒劈开，全数收去。

从７岁到１２岁，存钱的乐趣全在于劈

开竹筒后点数钞票的时候……上了初中感

觉就不同了，懂得花钱买书、买布做新衣服

等，并开始了私人储蓄。因祖母的疼爱，存

款有增无减，十来岁便可随心所欲，购买自

己喜欢的东西，奇怪的是自己从不乱花费，

好蓄存。现在想来，大概与幼年的“竹筒”

乐趣有关吧……［３］１７５

生于华侨世家的林湄自幼跟随从事军邮的父亲

流动，从泉州流到福清奶奶家，记不清上过几所学校，

记得的就有梧岗小学、虞阳中学、福清一中。她自小

爱好文学创作，１３岁开始发表作品。与这一代许多
青年一样，她也插过队，在“文革”中受过冲击。时代

的大潮曾将豆蔻年华的她推向了浪尖。由于带头到

农村插队锻炼，她被树为了“红标兵”，并在各地巡回

作报告。但是，“文革”的冲击很快埋葬了她的大学

梦，并让她初尝人生的苦涩。婚姻的不幸，谋生的艰

难，让林湄对人生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１９７３年夏
天，不甘受命运摆布的林湄，由上海移居香港，受聘担

任中新社香港分社记者，参访过丁玲、巴金、冰心、钱

钟书等一大批文艺界名家。她的散文小说集《诱惑》

和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是她步入香港文坛的标

志。不知是天意还是偶然，林湄进入了香港的新闻

圈，让她可以重拾年少时对文学的爱好，其间更以一

部遍访中国学者名家结集而成的《文坛点将录》跻身

于名记者之列。１９９０年她移居荷兰，专事专栏和文学
创作，现已出版过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漂泊》

《浮生外记》《天望》《天外》；中短篇小说集：《罗经理

的笑声》；散文诗集：《生命、爱、希望》；散文集《如果

这是情》；随笔集《我歌我泣》；游记《带你走天涯》；访

谈录《精神王国的求索者》等近２０部作品。
无论什么题材和哪一类人物，都寄托了她对社

会、人性、生存、高科技发展的沉思。她的作品总是

哲学在场，深思飞扬，在欧华文学中实属佼佼者。

记得１３年前我被阿姆斯特丹的郁金
香所迷惑，更被林湄的书房所迷惑：两个电

脑屏幕拼成一个大画面的《天外》原稿，正

在打磨什么巨著呢。桌上茶飘着故乡的清

香，窗外是欧洲柔和的阳光。《天外》这部

长篇小说已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引

起了文学评论界的重视，谓之荷兰籍华人

女作家林湄在其出版《天望》十年后的又

一部扛鼎之作。这位女作家似乎喜欢“十

年磨一剑”的中国方式。在谈到也是十年

磨一剑的《天望》时，林湄曾对记者说过：

要写好这本书是不容易的，需要作家有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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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东西方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我在中国受

过完整的教育，又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十余

年，这种独特的经历对拓展我的视野，有很

大的帮助。换句话说，只有所谓的“边缘

作家”，才能写出这本书来。［４］

《天望》洋洋５０万字，描摹了欧洲某国的现代
生活图景：《天望》就是天人相望，现代人往往自视

甚高，每天忙忙碌碌，但要问他到底忙个什么，在生

活中到底要什么，他又说不上来。这说明人活得聪

明还不够，还要活得有智慧。

《天望》之后的《天外》也是一种屈原式的“天

问”。背景虽是欧陆华裔移民的生存际遇，实际上

反映的是地球村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命运，主人

公郝忻是《浮士德》迷，经自我“分裂”而身体出轨。

然而短暂的快感换取短暂的解脱，随之背负道德的

压力。结局归于两人以中国式的隐忍和宽容又走到

一起，开创新的爱情婚姻与生活……我们看到，小说

中的人物在中西文化处境中的迷茫与挣扎；还有作

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天外》的独特之处恰

是来自作者一向坚守的文学观。

《天望》《天外》这两部长篇小说，既不同于传统

意义上的言情小说，也不同于一般的移民小说。林

湄在关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接纳和融合的同时，

更注重人的精神归属问题，也就是要寻找“灵魂”的

家园。而今林湄“小说之余”的散文一如既往，也在

寻找“灵魂”的家园———

在耶鲁大学住校的半年时间里，最难

忘的是那里的图书馆和求索心境。

寒流过后，康州又呈现原来的风貌，微

寒的空气里但见路边破绽而出的新绿。二

月的阳光和煦明亮，一扫冬天心田的阴影。

令心湖多了色彩与温暖，加上求索的热忱，

我的心，热乎乎的……

离开了亚洲到欧洲，到了欧洲到美洲，

不知道地球上还有多少洲可思可寻，总之，

依然是一条异乡的路……

不同的是，这条橘子路前方的拐弯处，是

座闻名于世的图书馆。其外形像教堂似的，

进入厚重的木门后，只见大堂天顶上有各式

各样的彩雕和绘画，堂内两边放置着供索引

用的电脑及存放资料的座座木柜……［３］１９２

像教堂的图书馆应该是一种象征，一种有意味

的形式。林湄“海来海去”，寻找的依然是一条异乡

的路。寻找，路漫漫而其途远矣；寻找，途中就会有

无尽的乡愁。

无独有偶。日前于微信里读到福建学人杨健民

对乡愁的理解：原乡情结往往始于一个记忆的谜，而

结束于另一个守候的谜。他提及莫迪亚诺的小说

《夜巡》里对于巴黎的描述：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

狱。我年迈而脂粉满面的情妇。而后杨健民语之，

几乎每一位具有思乡情结的游子，无论多么坚韧，都

将受雇于一个伟大的民族记忆和原乡记忆。

乡愁，其实是人类共通的，所以谓之“人类的乡

愁”。乡愁，其实是一种精神还乡。人在乡愁中与

故土对话，回归自我，回归“灵魂”的家园。乡愁的

意义就在于“回归”，在于人生途中与灵魂对话……

三、与灵魂对话

灵魂深处有“两个声”（福州方言，称外地人为

“两个声”）。沉静中你可以听到；在海浪轻拍海岸

的夜晚，你可以与灵魂对话。

林湄长期生活在欧洲，自诩是“边缘作家”，既

不完全属于东方，也未完全融入西方，可以说是生活

在东西方的边缘。人在边缘，就有了距离，而有了距

离，才容易去观察，去思考。林湄坦言：“我在中国

受过完整的教育，又在香港地区和西方社会生活了

四十多年，这种独特的经历对拓展我的视野、人生经

历与学识有着很大的帮助。在每一个阶段，我都是

从‘零’开始，自强不息……我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但对生命、社会、人性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和思考，并通

过笔端抒写成为文学作品。”其实，林湄的边缘性不仅

对中国而言，就是在西方，她也是身在“边缘”的荷兰，

并没有北美华文圈的热闹，而似乎有点寂寞。

寂寞中有点孤独。

林湄说，创作虽然十分孤独，但她却很享受这份

孤独。因为人只有在孤独与寂寞中才会去思考，“当

我一个人的时候，与宇宙对话、与自己的内心对话，也

与中外数千年的文化艺术对话。我内心与精神世界

无比富足，这是别人无法了解和体会得到的”。

一个人出游颇为乏味。但英国作家赫

慈利特（１７７８—１８３０）在近游、散步、游山
水住旅馆时均喜欢独行，他认为交换意见

会破坏一个人对事物的感受且影响心绪；

只有远游参观遗址、架渠、画作时才与人联

袂或结伴，因为一切可以“公之于人”。法

国思想家卢梭的出游或散步目的不在赏

景，意在清静，即：“清”益思考，“静”助悟

道。边走边想，无人打扰，无须对话，“一

个孤独者散步的遐想”之作因此而出。［３］１９７

从散文集中可以看出，林湄也在寻找这种孤独

者的智慧，并在寻找的过程中获得了世人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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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安喜乐。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人的素质，

获得一个民族的真强大、真文明———

边缘令我对内心灵性的反思外，尚重

建叩问和忏悔的价值，还使我有机会与宇宙

亲密交往和对话，并对未知的超出人能力的

种种“神秘”抱着一颗朝圣的心情……［３］２３６

林湄在“感受边缘”中说写作是她祈祷式的生

存方式，是“坐云看世界”。在欧洲这片土地上，处

处可见到教堂，加之她天性中拥有的宗教情怀，可谓

水雪相融，触动她创作的新视角、新思考、新开篇

……从传统的取材、思想和技巧的创作根基上，来个

大突变，即东西文化虽有所不同，但相通处不少，如

在探求人类灵魂的救赎问题等方面。人类需要有宗

教情怀，否则，无论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现实里都离不

开迷茫、痛苦、烦躁和不安。

关于孤独，我总忘不了年轻时听刘再复老师讲

过的孤独———他的孤独，鲁迅的孤独，他说孤独时的

神情似乎在享受孤独，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直接叩

击灵魂。这些年来，“海来海去”，我一直在体会着

这种孤独。读林湄的散文，我也在寻找着这种孤独。

孤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如果说大师是高处的灯

光，那么孤独便是大师手里举着的灯盏。它首先是

光芒四射，然后才是温暖；你必须能与之对话，才能

获得。如果我用这么高的要求来评林湄的散文，似

乎有点苛刻。但之所以提及，是因为我对她以及所

有华文作家抱有希望，希望她们能在东西方的对话

中更孤独些，笔下更沉静些。

四、结语：只问时间，不论西东

林湄在《论不朽》一文中写道：“裁判伟大的成功不

是机会，而是时间。”“海来海去”，不论西东，只问时间。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间是检验艺术的准则。

林湄把写作当作“祈祷式的生存方式”，这样的

作家，在当下国内的文学创作中并不多见。也许，正

是她所拥有的这种独特宗教情怀，使她的文学创作

具有独特的风格，这也是欧洲华文文学的特点及其

价值吧。这些具有异质审美价值的作品，其意义不

仅是华文文学在海外的拓展，而是中国文学自身在

海外的深入或者叫“生长”。

记得林湄早在２０１２年就在《文学自由谈》杂志
发表“让文学纯洁”的看法，如今在越洋的微信中又

重申：这是一个急功近利、浮躁而没有艺术标准的时

代，多数人看重浮华，害怕寂寞，从而“轻率”充斥市

场，真理和德行被认为是“傻子”。这是时代的悲

哀。而最大的弊病在于批评界，有些学人的评论不

是出于人情就是出于利益关系，更有不看作品就可

评奖或书写评论的事实。

我可是认真读了她的作品而知人论世的，却不知

我这评论是否也会落入她批评的这种“悲哀”？不知

批评之笔会不会也是重重举起，轻轻落下？不知笔尖

触及的一些华文创作问题是否能抛砖引玉？

作为海外华文作家，吟罢低眉无写处也是常有

的。那就交给大海吧，不妨做海上漂流瓶，兴许能传

递一点意外惊喜。不过，在林湄的散文里，或者说在

林湄这代人那里，是很难看到“低眉”的，他们更多的

是昂首，是望高处的灯，而且还要点亮！不论西东，只

问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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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探秘自我、文化与世界的写作
———评杜禅的长篇新作《先知开花》及其他

刘海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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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海燕（１９６５—），女，河南太康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当

代文学。

摘　要：杜禅的“开花”三部曲，以其精彩的反讽叙事，黑色幽默的意味，各具强劲之力。《先知
开花》作为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从经验到叙事，都是一部奇异的作品。就经验而言，小说写的是一

个平凡人和一种奇想相遇后的奇妙旅程，同时也呈现了一个平凡人和一种奇想相遇后的不堪承

受———不同的场域、不同的信仰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就叙事而言，小说以多元视角及虚构梦境动力

的方式，深入探秘文化幻觉和人生幻觉，探秘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来呈现世间万象和真相。这也是它

思想和艺术的先锋性之所在。

关键词：杜禅；“开花”三部曲；《先知开花》；“假说”；幻觉；梦境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１４－０４

　　一、杜禅和他的“开花”三部曲
我和杜禅认识多年，但读完《先知开花》这部作

品，我感到这个想象力奇异、思辨超常、能够俯瞰现

实人生的小说家，陌生而遥远，我是不怎么认识的。

《先知开花》从经验到叙事，都是一部新奇的作品。

该书编辑推荐语为：“一个平凡人和一种奇想相遇

后的奇妙旅程。”［１］这奇妙旅程穿越了世俗、儒家、

佛教、道教、科学五个场域。《先知开花》是杜禅“开

花”三部曲———《犹大开花》《圣人开花》《先知开

花》中的最后一部。“开花”三部曲以其精彩的反讽

叙事，黑色幽默的意味，各具强劲之力。

《犹大开花》《圣人开花》《先知开花》，这些书

名看起来都有些奥奥的，似乎不是给大众读者看的，

但其实他的作品你一旦读了，就不会中途放下，他的

表达一语直抵生活本质，犀利、凛冽，启人心智；作品

布局奥妙又清晰，叙事多元又节奏感强，却是好读、

提神的作品。可以看出，这个作家对自我的写作是

非常清醒的，他在浩瀚的文学背景里苛刻地要求自

己。评论家何弘在河南主持文学研讨和评奖时，我

们曾不止一次地感慨：写作的同质化，不少小说和我

们当下的现实生活是平行的，甚至把现实生活简化

为欲望和功利性的经验，缺少个性和精神呼吸的空

间。而作者又缺少自省，自我感觉良好。这种写作

无疑是没有意义的，也造成了我们阅读的倦怠感。

杜禅盛年时从令人羡慕的职场辞呈，专事写作，

作为一个文坛之外的写作者，他不在写作的名利场

中，但他的写作却得到了国内评论家们不约而同的

认可，乃至感动。关于《犹大开花》，北大的陈晓明

教授这样评价：“《犹大开花》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中国现实的表现，显示出了巨大的面向现实的勇

气和艺术的力量。”［２］１评论家白烨认为：“杜禅对于

不断发生在当下文坛和文人之中的‘文化悖论’现

象，是确有所感，真有所思……故事真切而又文字淋

漓的《犹大开花》，不失为一面惊人又启人的反光

镜。”［３］２评论家孟繁华认为：“《犹大开花》有《围

城》之风，写得幽默而不油滑，但它有大悲愤、大忧

愤和大悲伤。作家杜禅不仅看到了这些文化人身上

的丑陋和庸俗，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这个群体的精神

疾患：这是一个没有耻辱心没有疼痛感的群体，是一个

没有责任感的群体，是一个见利忘义、浅薄无聊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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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４］４

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对知识分子这个阶

层的审视，是非常深刻、不留情面的，评论家孟繁华

将之准确地描述为：“那是有痛感的文学，他们的那

些作品真实地反映或表达了知识分子阶层的真问

题。”［４］１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对时代和民众有着强烈

的责任感，呈现着“民族的灵魂”应有的模样。这一

文学传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当代文学中承续着，
到了９０年代，随着商品经济对文化生活的渗透，为
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变得卑微、功利，对社会和民众没

有责任感；内心没有责任，没有忧患，也就没有“疼

痛感”。简言之，《犹大开花》就是呈现这些没有“疼

痛感”的文人群相。可以说，作家杜禅通过这部小

说，表达着对鲁迅一脉现实主义传统的致敬。

《圣人开花》，关注的依然是当代文化中的现象

与问题。中文系出身的杜禅从职场辞呈之前，曾做

过教师、记者、编辑以及大型文化专题片制片人，对

文化界中的人文知识分子非常了解，也可以说，有着

题材优势。因此，他能写得妙趣横生、力透纸背。作

家李佩甫在序里感叹道：“《圣人开花》是一部想象

奇诡、构思玄妙、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长篇小说，甚

至可以说，这是一部堪与《第二十二条军规》比肩的

长篇小说。有点儿向老前辈发难的意思了。”［５］１－２

的确，在河南作家中，杜禅是个默默下苦功夫的人。

在文坛之外的他，完全凭借自己的实力，不仅得到了

业内专家们的好评，也得到了不少社会读者的认可，

《犹大开花》获２０１０年新浪文学年度十佳第三名，
《圣人开花》获第三届“路遥奖”六进一提名。

著名评论家陈晓明教授居然为“开花”三部曲

中的每一部都写了序，尤其是《先知开花》的序，洋

洋洒洒几千字的序文，极其认真深入而且动情。他

写道：“《先知开花》是小说家杜禅继《犹大开花》和

《圣人开花》后的又一部探索之作，他总是探索，不

知疲倦、永不停歇地探索！早年我为他的探索精神

所激动，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是为他的探索精神而感

动。……第三部作品要出版时，我已然垂垂老矣花

甲之年了……”［６］１可以看出，杜禅多年来的文学探

索精神让他深深感动，这可谓是评论家和小说家之

间文学精神的佳话。

二、《先知开花》：一个平凡人和一种奇想、“幻

觉”相遇以后

大致来讲，《先知开花》写一个平凡人的“幻

觉”，这幻觉不是通常所讲的那种病理上的，而是文

化上的、心理上的、世俗上的。从这里思考和起笔，

这是个多么大的文学野心，需要怎样的认知、思辨、

学识背景才能支撑起，又需要怎样细致而广博的经

验才可使这思想型的小说鲜活灵动起来。这对于小

说家是个综合考量。

小说中，芸芸众生中的中年男子方程，在世界各

地媒体报道“引力波”的刺激下，突然想起少年时梦

中诞生的 “器官假说”，他曾把这个假说当成情书，

献给他的初恋女生，也曾在不同时期给三个人讲过。

“假说”大意是：如果在人的五个器官（对应视觉、听

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之外再多一个，会如何？他

质疑人的五个器官正好与外部世界对应，既然少一

个器官有可能，那么再多一个两个也有可能，那多出

来的器官也得有自己的功能，发现它应该发现的东

西，“世界上肯定还有许多东西，只因人们器官的缺

少而不知它们的存在”。这属于少年的奇思异想，

其实很正常，每个人童年少年时都有超常的想象力，

都有梦幻，只是在随后的现实生存与功利性竞争中，

这些“虚幻”之物被挤丢了，被风干了。

在我们的现实中，人到中年，绝大多数人都不做

“梦”了，但方程又延续起少年时的梦境，并时常从

梦中惊醒。那些梦境，比现实更让他感到有趣，有意

义。用方程的话讲：“我的梦不是梦，而是我生命的

一部分，它是我的思维在夜晚神奇的延续。”［１］１３他

居然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些先知先觉，一个普通人有

先知先觉，突然从日常现实的链条里挣脱出来，思考

起先知、天才、科学家思考的事情，与他们相提并论，

还有关于人类的创见，这在一般人的成见里，像是堂

吉诃德从小说里走到了现实里，诡异而荒谬。首先

是最关心他的妻子担心他出现了幻觉，怀疑他有精

神失常的可能。

在妻子看来，丈夫开始变得神神经经，迷入“假

说”，扮演大师，拒绝当普通人。杜禅很擅长写对话，

真正有差异性的人物对话。在小说中，尤其是丈夫

和妻子的对话，自然、幽默、充满隐喻，可以直接搬上

话剧舞台。妻子夏帆是教师，具有训练有素的表达

力，又带着幸福家庭里的那种任性、率真又狡黠的口

气；方程有时较真，有时躲闪，两人都是优秀的辩手，

可谓棋逢对手。

方程在梦的天空飞，呜呜的声音从梦中窜到现实。

“又下不来了？”她揿开灯。

“我也想看到太空什么样的。什么时

候让我到你梦里看一看吧？”夏帆央求道。

我抱着肩膀沉思一下，好像自己是宇

航员似的。

“只一眼。”她见我还不答应，条件又

降低了，“眯着眼瞄一下也行。”［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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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夏帆的调侃和讽刺，寓于平静而幽默的表

达中，像是在说一个儿童的游戏。方程从睡梦的高

空里和现实的飘飘然中都下不来了。梦永远无法像

实物一样被他人看见，方程的梦境是真是假，也无法

旁证。但有时在像梦一样无法旁证的生活中，人注

定是孤独的。本来感情融洽的夫妻，现在被梦和“假

说”隔开。正如李佩甫《圣人开花》序里写的，杜式语

言如锋利的小刀，旋转似的刀法让人想笑时不由得一

怵，而“小刀低语时，会有默默的哭声传来”［５］３。佩甫

先生这个“旋转式的笔法”总结得很准，这也是杜禅的

先锋小说艺术得以持续突破的秘籍之一。

夏帆站在高处，用俯视的目光打量着

我，那种打量称得上搜索，明确地停留在一

个平庸的小人物身上。

“我不喜欢你提爱因斯坦，他是他，你是

你。我不喜欢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小人物就

是小人物。不能胡乱做梦去攀附大人物。”

我仰头回应，“我一直没给你说，就是

害怕你用平民的思维来看我，这不来了，你

就是用一个平民思维来看我。总以为伟大

的事情不可能和自己有关系，因为这个思

维导致了你根本看不见我，看不见发生在

我身上的事实。”

“事实？你说的事实是什么？”……［１］３６

日常生活的秩序被打破以后，他们之间的生活

变得不堪承受。持续的争执、惊悚、怀疑、绝望，使之

前理性温柔的妻子快要变成一个不认识的人，有天

晚上，妻子的情绪走向失控。方程知道跨过临界点，

就是另一种毁灭性的生活。作家杜禅对于人的情绪

如何失控的描述，对于生活的临界点的测探，让我悄

然心惊，它提醒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以理性和智慧去

呵护生活的脆弱性。

小说中，另一个人物的世俗生活———方程曾经

的同事记者孟勋，部分可以看作是方程生活的镜子。

孟勋在对权力的幻觉中，重复讲述自己年轻时被大

领导招呼到跟前的荣耀时刻，权力欲满足的时刻。

但他推开家门，却是求医无效、歇斯底里的妻子。无

奈的孟勋让方程充当“先知”去治他妻子的病，方程

就这样当了一回“先知”。这些故事可以交叉着读，

孟勋和他的妻子就在毁灭性的生活中，这也可能是

方程的未来，但方程在特殊情境中有当局外人的本

领，而不至于和对手一起跌入深渊。

方程为了证明自己身心健康、没有疯，他开始寻

找那三个曾听他讲过“假说”的证人———孟勋、乌女

士和陶晋。而这三个人，又分属于三个场域———儒、

佛、道。在儒家场域，他被判定为功利性的“剽窃”；

在佛教场域，因轮回理论，意外地被接纳，认为他前

世是“先知”；在道教场域，推论出他身上可能多长

了个器官，疑为“奇人”。还有，妻子让他看医生，医

生认为他患了“新型妄想症”；在科学场域，他又还

原为一个充满梦想的“普通人”。

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信仰体系或学理判断，他

们对方程这同一个人、同一“假说”的态度，完全持

不同的看法；有时候方程自己也跳出来，像个旁观

者，类似尼采说“瞧，那个人”，方程看到那个人“凡

夫肩膀担着重如地球的使命，更加觉得自己可怜，又

不由得抽泣”。他也在自我反讽。这篇小说，有多

元场域中的不同视角，也有同一场域中的不同视角，

可谓真正的多元视角。最初的目的在眼花缭乱的求

证之旅中，被节外生枝、迎面而来的人与事冲击着，

变得像浪花一样翻滚破碎；带着方程冲向探究与表

达边界的，是他那颗产生“假说”的幻想的心。

方程这个成年人的身上还流淌着童年的精神血

液，他是个生机勃勃的没被现实塑造的有趣之人。

这个人物，是我们的生活和小说中都少见的对什么

都好奇、探究又怀疑的人，是盛开在我们现实生活链

条之外的奇葩。这应是《先知开花》对当代小说的

贡献之一，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语汇讲就是，它贡献

了一个没有被时代和现实所规训的个性化人物。如

方程和佛教徒乌女士一起去寺院，乌女士给他讲教

义，说自己相信生死轮回和极乐世界等，但从小接受

唯物论教育的方程，感觉不到她所说的另外一个空

间的存在，就有些怀疑她是否真信，怀疑她信的对象

是否存在。到了夜晚，他就想试探和揭秘一个佛教

徒，看她是否会破戒。他沿着教义的逻辑在思维上

把乌女士逼到死角，在感性上诱惑，这诱惑带着撒旦

式的邪恶，但不是欲望，而是出自理性的目的。他以

危险性的经验方式来证实或证伪。小说涉及了佛教

及道教领域，也意味着涉及了怪诞和超验，但不是为

怪诞而怪诞，为超验而超验，而是建立在经验求证的

基础上。

方程这个奇思异想的人，又是个经验实证主义

者，他自身也充满悖论。他求证之旅的尾声———寻

找当年的初恋女生，演练一次当年的情境。当他把

记忆中的一切告诉她时，并没有从她那里得到验证。

或许不是记忆的错位，而是虚幻与真实的错位，他把

她想象为马克思的恋人燕妮，他爱的原来是时代文

化塑造的一个偶像，正如妻子夏帆对他的追问，“什

么叫自己？”自己的初恋都缠绕在文化的幻象里。

我看到自己站在历史深渊的边缘，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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瞰时间之镜中那个十六七岁的女孩，那个

靓丽的影子在朦胧的光线中向自己走来。

我梦一样地迎上去，脱口而出：“站

住！”

她，燕妮，我的初恋，没有像当年那样

躲着，而是绷不住地笑起来。“我不认识

你！”［１］３５９

“我不认识你！”这个戏谑的否定意味深长。人

到中年的方程也才认清４０年前的自己，青春年代的
自己，“在梦中，在现实中，在阅读中，将书中的人物

转化到了现实中。”［１］３５４以致他把一个中国女生幻化

成一个德国女性燕妮。小说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对

自我与文化、自我与世界缺乏深入理性的思考与认

知时，我们很可能把模仿生活当成了生活本身。

三、艺术的先锋性和经验的现实性

《先知开花》这部小说，以特别的多元视角、互

文推进的方式，深入探秘文化幻觉和人生幻觉，探秘

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来呈现世间万象和真相。这是

一部有大思考的反思与创造之书。我想，这应是它

思想的先锋性之所在。

在世界文学的参照系中，也不乏关于梦境题材

的书写，最知名的如博尔赫斯的小说里和帕维奇的

《哈扎尔辞典》中。尤其是《哈扎尔辞典》这部奇书，

分红书（基督教）、绿书（伊斯兰教）和黄书（犹太教）

三部分，综合了三教的史实，还有哈扎尔人独有的捕

梦者宗教，古代与现代、幻想与现实、梦与非梦扑朔迷

离地缠绕在一起。但《先知开花》里的梦境或者幻觉，

根植于中国式的现实经验之中，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

部分；方程穿越儒家、佛家、道家的求证之旅，也是通

过和当代人现实交往的方式进行的。可见，《先知开

花》是一部书写当代中国经验的奇异之书。

我好奇于杜禅怎么想起写这样的小说，读完通

话问他，他说：１６岁时做过此类的梦，但这部小说纯
属虚构。为了写这部小说，做了大量资料研究，也去

了终南山等地考察、居住，现在想起这本书的前前后

后，感到疲惫至极。多年来，我是第一次听到杜禅说

“疲惫”二字，可见这本书牵了他多少的心力和时

光。生活中的杜禅，总是充满活力、热情和奇想，是

个自由不羁的豪侠之人，他的老友、作家李洱描述他

“其游离于文坛之外的姿态宛如王小波”。盛年时

从职场辞呈的杜禅，也许就是想过一种以写作为精

神基调的生活，这些年来，他真的实现着自己的人生

愿景。的确，你的人生就是你的代表作，一个在功利

性生活链条中的写作者，也许很难写出这种深度审

视自我、文化与世界的奇异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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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普惠贸易环境下伴随着大量中小微企业涌入数字贸易产
业链。这就迫切需要发展方式向自主创新型的高端价值链转变。因此，研究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

数字贸易互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创新数量、创

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数量与数字贸易之间呈现良性互动；尽管创新

质量对数字贸易短期作用较低，但对数字贸易长期发展潜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创新数量、创新质量

之间具有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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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新冠疫情”常态化、苏伊士运河大拥堵以及不

时出现的大型国际海港码头封锁隔离等一系列事

件，使得传统国际贸易尤其是海运贸易成本显著增

加。尽管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中国仍

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环境治理，体现了大国的责任

和担当，如率先批准 ＲＣＥＰ，申请加入 ＣＰＴＰＰ。未来
一轮的全球国际贸易规则的变革，将会给中小企业

带来可预见的跨境数字贸易新机遇。在此背景下，

中国国内电子商务平台企业、贸易企业、数字服务企

业以及政府主管部门正在积极布局数字贸易跨境电

商全链路解决方案。从国内层面来看，全球化的跨

境电商对优化中国国内供给侧改革起到了相当作

用，同时也改善了中国国内传统产业结构的比重。

从国际层面来看，全球化的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对各

国间经济发展不均衡有显著改善效应。

二、文献回顾

国际上各行各业都因疫情而带来变化，尤其是

各地“居家”“禁足”的措施使得跨境电子商务进一

步深入各地民众的生活。中国有大量中小微企业，

为了抓住全球跨境电商的发展机会，它们涌入数字

贸易的产业链。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手段，

使得传统贸易方式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产品可以面

对更广阔的市场，同业竞争环境更加剧烈。因此，创

新对数字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供了新的用户受

众，设置了新的产品思路，开拓了新的销售渠道。目

前中国尽管在经济体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但

在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工程装备、新

材料新能源、工业物联网产业等一系列科技研发创

新相关的领域，与世界一流强国尚有较大的差距。

尤其是当前全球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中国经济下行压

力大，迫切需要寻找新模式、新动能，助力新兴行业

产出成果。这就需要提高创新数量与质量，进而推

动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帮助中国从全球

价值链初端向价值链高端转变，以增强中国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研究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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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关系，分析其互动机制与作用规律，发现其尚

未探索的概念问题，不仅可以从理论上深化拓展内

生增长理论，还可以为政府主管部门的下一步应对

策略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张新等（２０２０）［１］认为中国创新发展已进入由
创新数量增长向创新质量发展的时期。尤其在“十

四五”期间，这是中国创新发展的黄金期，必须推动

创新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创新数量质量复合体系

对国家整体经济动力、社会发展的效能，为中国建成

世界综合实力强国提供坚实的创新基础。丁志帆

（２０２０）［２］探讨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机理。其中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创新效应改

善要素配置效率，深化丰富资本要素来源，并且通过

技术创新和扩散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下，创新已经成为新常态下中国

经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

的重要内涵与核心特征。

蔡绍洪等（２０１７）［３］根据企业成长理论，构建了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模型，发现创新数量

与创新质量具有协同作用机制，只有同时做好创新

质量与创新数量的企业才能取得较好的创新效果。

高林等（２０１４）［４］基于国际专利分类 ＩＰＣ号发现专
利知识宽度是反映创新能力的更好指标，其促进了

企业利润增长；发现垄断和产业政策支持、企业规模

和需求的迅速扩大等影响因素均是激励创新数量与

创新质量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对创

新数量有显著效果，对创新质量无显著效果，即影响

效果存在异质性。贺亚楠等（２０２０）［５］以沪深 Ａ股
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削减 Ｒ＆Ｄ支出对创新产
出的影响，发现在真实盈余管理动机下的Ｒ＆Ｄ削减
会导致未来更低的创新产出、创新质量及创新效率。

金培振等（２０１９）［６］结合涉及知识产权与环境
保护的制度文本，探讨制度供给与创新质量的关系，

发现高质量专利在数量、结构方面呈现空间分化趋

势与可持续、协同式创新密切相关，创新要素培育与

配置是制度供给影响地区创新质量的重要机制。王

黎明等（２０１８）［７］从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视角分
析研发人员的作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

明研发人员对创新数量作用机制显著，对创新质量

只有微弱的间接作用机制，对创新数量的贡献具有

创新数量门槛效应、研发人员门槛效应、企业研发经

费门槛效应。俞立平等（２０１９）［８］从创新数量、创新
质量角度分析创新对外贸出口的作用机制与效应具

有重要意义。认为创新数量对外贸出口作用呈现Ｕ
形曲线，并且具有外贸出口门槛效应，即随着外贸出

口门槛水平增高，创新数量贡献的弹性增大。俞立

平等（２０２０）［９］通过研究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的关
系与绩效发现自主研发对创新数量贡献较大，对创

新质量贡献较小，互动关系总体较好；协同创新对创

新数量、创新质量互动关系较弱；自主研发对创新数

量的贡献呈现规模经济特征，协同创新则反之；自主

研发对创新质量贡献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特征，协

同创新则反之；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的协调水平有

待提高。张震（２０１８）［１０］探索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
与企业规模的关系。发现创新数量影响企业规模，

创新质量影响企业的成长阶段；创新数量具有企业

规模门槛效应，对企业效益贡献显著；创新质量没有

企业规模门槛效应，与企业效益无关；并进一步推断

出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水平不高是创新质量总体不

高所致。

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赵胜超等（２０２０）［１１］发现
科学合作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并

且对创新质量的影响高于对创新数量的影响；技术

合作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但对创

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科学合作与技术合作对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之间存

在替代效应，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之间存在互补

效应。郑文范等（２０１９）［１２］专注于科技创新活动的
资金链，从数量和质量上考察 Ｒ＆Ｄ／ＧＤＰ作为测度
Ｒ＆Ｄ资金投入数量指标的合理性，并为按创新链配
置资金链提供了可操作性标准。郭爱芳等

（２０２０）［１３］基于用户视角研究企业主导创新社区用
户参与和新产品创意产出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对

我国消费电子企业动态采取措施引导用户参与创新

有一定指导意义。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

研发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创

新催生了数字贸易概念的蓬勃发展，并拓展了新贸

易理论范畴。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２０２０）［１４］讨论了世贸组
织作为一个多边论坛的重要性，就服务业和数字贸

易等未来有望增长的贸易领域提供有用的见解。

Ｃｕｃｃｕｌｅｌｌｉ等（２０１２）［１５］以意大利企业为样本，考察
了新产品的发布与企业的增长机会之间的关系，为

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最新实证文献做出了贡献。

贾怀勤（２０１９）［１６］厘清了数字贸易的定义，对中国参
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博弈提出４条建议。陈珉
（２０２０）［１７］指出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对产业服务化
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数字贸易发展能够显著提升

产业的总体服务化水平，并通过这一途径带来“价

值链升级效应”。随着数字贸易的迅速崛起，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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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等（２０１９）［１８］发现全球价值链转型正在进行，全球
价值链重构内生化趋势明显。中国应当以新旧驱动

力融合为着眼点，培育数字经济的中国优势；加速全

球数字贸易网络构建；提升全球价值链附加值获取

能力。李怀政（２０１８）［１９］根据发达国家流通产业发
展经验、数字零售业相关时间序列数据认为传统商

品流通体制应向数字贸易方向逐步深化过渡。同时

必须进一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零售

业服务水平。建议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渗透率和数字

零售技术研发水平，优化数字经济跨境电商规则体

系制度安排，为我国数字零售商嵌入全球价值链和

全球供应网络，增强数字零售服务国际竞争力，夯实

基础并提供保障。

数字经济技术革命正在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产

生渗透和调整，进而引发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划分的

重构。马名杰等（２０１９）［２０］发现数字贸易网络市场
规模大、创新环境友好的国家将占据竞争优势。优

势资源和发展机遇加速向知识、人才、资本、技术创

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密集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数字产业和数字基础设施发达的国家将在未来数字

贸易中占据重要份额。在全球向智能化制造业转型

的背景下，马述忠等（２０１８）［２１］提炼了数字贸易的内
外部属性，指出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

的高效交换奠定了数字贸易的基础，进而以创新数

量与质量为载体的新型贸易活动推动消费互联网向

产业互联网转型。王拓（２０１９）［２２］深入探索云计算
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应用对数字贸易产生诸

多影响，这其中包含数字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技术

创新、知识产权、网络监管等问题。在相关领域加强

模式引领和政策设计，有助于提高我国数字贸易的

综合竞争力。岳云嵩等（２０２０）［２３］通过国际市场占
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进行比较后发现全球数字服

务贸易增长迅猛。建议国家应该把握数字服务贸易

发展机遇，推动数字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在创新数

量与创新质量内容产出方面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全

球数字服务分工，完善数字贸易创新治理体系，推动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建设。张夏恒等（２０２０）［２４］通
过厘清数字贸易的理论边界与现实约束，依托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互联网科技，助力数字

化生产力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对外贸易转型，达到

全球共同繁荣目标。

从当前的研究看，尽管关于创新数量、创新质量

的关系及互动机制的研究比较深入，但总体上，在互

联网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以下几个方面仍然有必

要进行深入研究：

第一，在疫情常态下以及现有全球国际贸易框

架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从长远的

角度分析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互动机制

的研究较少，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深入。

第二，现有的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研究更关注

微观企业在传统经营活动中的情况。数字贸易框架

下的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研究要求其在宏观经济环

境和视角下进行。

第三，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作用

如何，有何作用规律，其中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进一

步进行揭示。

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投资、贸易、消

费所涉及的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

产业，也是驱动创新发展的典型。基于对国家统计

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的梳理，本文在分析创新数
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相互作用机制的前提下，提

出基本假设，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创新数量、创新

质量对数字贸易作用强度与作用规律，采用 ＢＶＡＲ
（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创新数量、创新质量

与数字贸易的互动关系，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三、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的互动机制

（一）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作用机

制

１．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影响
创新数量的增加可以有效地增强各行各业的综

合创新能力，通过增强产品的技术含量、竞争实力来

扩大国家贸易份额。当创新数量水平维持在较低

时，中国只能在供应链初级水平进行国际贸易，通过

廉价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对外资友好的招商政策和

人口红利来赚取少量利润，中国作为世界代工厂现

象就是这种情况。随着各行各业创新数量逐渐增

长，数字贸易市场逐渐建立起来。只有当创新数量

达到一定的水平时，相关产品在数字贸易的交易过

程中才有竞争力，形成独特的市场优势。

技术的创新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形成产业综合效益，保持国家产品在国

际贸易环节中的竞争优势。在微观层面，企业通

过加大研发投入，即增加创新数量可以形成企业

产品在技术效率、制造成本方面的优势。在宏观

层面，政府科技研发主管部门、制造行业通过出台

产业、税收政策鼓励研发经费投入，即增加创新数

量可使得国内整个行业技术、标准提高。若该行

业创新数量投入超过一定的阈值，就会生成技术

溢出效应，从而带动整个行业产品的水准，使得该

行业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环节中获得一定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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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竞争优势。

技术的创新体现在新技术的开发，原有技术的

提升。技术创新是生产制造行业新市场产品的开发

之源。商业模式的创新体现在通过先进的技术改

革、改善原有的业务流程，使得原来的业务流程、业

务模式在创造性思想下形成一套新的产品、服务或

解决方案。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能够形成创新共

同体，则可以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吸引更多的创

新投入，不断地将创造性灵感思维转变为某种具体

的产品。当创新数量提高到一定阈值，可以使得创

新文化能够在全社会发展，创新氛围能够得到培育，

创新企业能够更容易获得行业、市场的认同。例如，

近年来在中国普及的线上教育、共享单车、线上生活

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在全世界范围内

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会带

动企业整体技术、标准水平的提高，从而深层次推动

数字贸易的增长。

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非线性关系：当创新

数量较低时，数字贸易的市场还是蓝海，一旦产品

有所创新，会扩展产品的渠道、提高产品的销售水

平，因此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边际贡献较大。

当创新数量较高时，数字贸易市场已经获得广泛

认同，产品的国际影响力也获得增强，进一步提高

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边际贡献也比较大。只有

当创新数量中等时，数字贸易市场竞争激烈，产品

总体影响力水平不高，因此提高创新数量对数字

贸易的边际贡献较小。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一：

Ｈ１：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贡献呈现Ｕ形曲线。
２．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影响
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是创新的聚集从量变到质

变的过程。创新质量帮助企业产品进入新的层次，

可以形成蓝海市场。创新质量不仅仅是创新的投

入，更是创新成果的实质性突破。创新质量通常出

现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互联网等行业。

这些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与能力，技术的改进与

升级要求都比较高，但是在竞争优势方面具有压倒

性，会对其他行业形成降维打击。

创新质量可以有效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地位。这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企业目前普遍处在全球

供应链的末端。过去的产业政策并未帮助中国企业

实现对国际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中国企业不仅要

面对各类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挑战，还要承受突

如其来的关税壁垒。中国在全球贸易过程中面临着

各类政治风险，从而引发众多的国际贸易摩擦。通

常利用核心专利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的企业，才能

拥有较高的创新质量。可见，只有提高创新质量才

能摆脱中国变为“世界初级产品代工厂”的尴尬境

地，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创新质量具有良性反馈效应，能使得创新质量

的水平长时间持续，并鼓励更多的企业对创新质量

加大投入，进一步提高自身在数字贸易中的优势。

这种良性循环能够促进创新质量高的产业和企业，

在数字贸易市场中获得超额收益。在这种背景下，

相关产业会进一步形成提高创新质量的氛围，从而

使得全行业的产品在全球数字贸易竞争中持续保持

优势。

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作用规律：创新质量的

提升对数字贸易具有持续贡献，因此创新质量对数

字贸易的贡献总体上呈线性关系。根据以上分析，

提出假设二：

Ｈ２：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具有正向贡献。
（二）数字贸易对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作用机

制

数字贸易对于企业提升技术和强化研发有更高

的要求，更容易迫使企业提高创新数量和质量。在

世界贸易逐步趋向逆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企

业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国际政治风险加大，国内环

保约束增加等一系列的问题。要想克服当前经营环

境的不足，唯有提升创新数量和质量，才能清晰地展

现出产品的长处和特色，重获市场竞争优势。

数字贸易对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具有正向反馈

效应。数字贸易的繁荣必然会促成企业更好的收

益。如果企业提供的产品能够具备在创新数量或质

量方面的竞争力，会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在创新数量

或质量方面的投资，从而达到创新数量或质量水平

的提高。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创新技术的运用之

下，大量数字贸易平台涌现出来并繁荣发展。近年

来，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各国之间贸易摩擦频繁，

加征关税和贸易壁垒时常出现，从事传统贸易的中

国企业形势严峻。面对这样无奈而激烈的贸易市

场，根本原因是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制度层面创

新水平较低，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不高所致。在这

样的背景下，各类企业、产业主体需要各种途径获得

创新支持。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在微观层面各类企业充分运用创新技术，这些举

措必然有利于提高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

综上所述，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的互

动机制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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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的互动机制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面板数据模型

首先建立数字贸易影响因素模型：

ｌｏｇ（ｅｘｐｉｍｐ）＝ｃ＋ａ１ｌｏｇ（ｒｄｔ）＋ａ２ｌｏｇ（ｒｄｐ）＋
ａ３ｌｏｇ（ｏｌｃｓｒ）＋ａ４ｌｏｇ（ｎｐｅ）＋ａ５ｌｏｇ（ｒｄｆ）＋

ａ６ｌｏｇ（ｎｐｓ） （１）
用ｅｘｐｉｍｐ表示数字贸易额，用 ｒｄｔ表示市场投

入时间，用ｒｄｐ表示市场建设项目，用ｏｌｃｓｒ表示数字
贸易增长率，用 ｎｐｅ表示数字投资支出，用 ｒｄｆ表示

创新数量，用 ｎｐｓ表示创新质量。进一步引入创新
数量的２次项，得：
ｌｏｇ（ｅｘｐｉｍｐ）＝ｃ＋ａ１ｌｏｇ（ｒｄｔ）＋ａ２ｌｏｇ（ｒｄｐ）＋
ａ３ｌｏｇ（ｏｌｃｓｒ）＋ａ４ｌｏｇ（ｎｐｅ）＋ａ５ｌｏｇ（ｒｄｆ）＋

ａ６ｌｏｇ（ｎｐｓ）＋ａ７ｌｏｇ
２（ｒｄｆ） （２）

以上方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

由Ｍｕｎｄｌａｋ（１９６１）［２５］首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
经较为成熟。面板数据模型提供了较多数据量，一

般不会出现自由度不足问题，其固定效应模型对遗

失重要变量不敏感，这对于本文的研究尤为重要，此

外面板数据模型还能够有效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考虑到公式（１）和公式（２）中变量的内生性问
题，为了取得较好的估计效果，采用系统广义矩法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２６］进行估计，引入各变量的一
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二）研究数据

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方程中，各类指标采用年

鉴统计数据。数字贸易值用进出口贸易值表示，数

字贸易潜力用网络交易增长率表示，企业研发投入

用研发投入时间表示，创新数量采用新产品销售收

入表示。关于创新质量采用专利授权数表示。

本文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数字贸易这一概念近几年才提出兴起，所以本

文数据范围为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变量的描述统计如
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描述统计

统计量
数字贸易额

ｅｘｐｉｍｐ亿元

市场投入时间

ｒｄｔ人年

市场建设项目

ｒｄｐ项

数字贸易

增长率ｏｌｃｓｒ％

数字投资支出

ｎｐｅ万元

创新数量

ｒｄｆ万元

创新质量

ｎｐｓ万元

均值 ６９８４．０８ ８９１７９．４８ １２８０８．２２ ３４．１２ ４０７４３６７．５４ ３７０３７４０．０８ ５７５９０６０１．６０

极大值 ７９９６９．１０ ６２１９５０ ７７９４０ １２１．３０ ３３３６６９６３ ２１０７２０３１ ３９３７６０５６３

极小值 ５．９１ ４３ ２１ ０ ２９８６ ２６０２ ５６３６７

标准差 １３９７０．４７ １２２８６３．５６ １８３７０．７３ １６．０４ ５９５０９６８．６３ ４７７６８２７．２４ ７９１２５１９８．１７
样本量 ３１×４＝１２４

　　五、实证结果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估计面板数据时，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问题，

必须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本文同时采用 ＬＬＣ、
ＦｉｓｈｅｒＡＤＦ、Ｈａｄｒｉ三种方法进行检验，以提高研究
的稳健性，结果如表２所示，经过一阶差分，所有变
量均为平稳面板数据。

（二）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作用估计

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如表 ３所示，基于公式
（１）估计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平均弹性系数，
Ｈａｕｓｅｍａｎ检验值为５４．５５６，相伴概率０．０００，拒绝
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

计结果的拟合优度较高，为０．９２３。创新质量通过
统计检验，其平均弹性系数为０．５５５；创新数量没有
通过统计检验，说明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在一定程

度上没有贡献。但市场建设项目数、数字贸易增长

率、市场投入时间弹性系数通过了统计检验，综合说

明需要企业投入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在一定时间和

规模后，在特定阶段中国数字贸易才能够大步发展。

基于公式（２）估计创新数量的作用规律，Ｈａｕｓｅｍａｎ
检验值为５３．８８５，相伴概率０．０００，拒绝随机效应的原
假设，继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的拟合优

度为０．９２２。市场建设项目数、数字贸易增长率、市场
投入时间、创新数量的２次项通过了统计检验，创新数

·２２·



量２次项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
的贡献呈现Ｕ形曲线，这样就验证了假设一。

表２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名称
ＬＬＣ

检验

ＦｉｓｈｅｒＡＤＦ

检验
Ｈａｄｒｉ检验 结 果

ｌｏｇ（ｏｌｃｓｒ） －１２．２７６ ７３．４１６ １１．６３１ 部分平稳
ｌｏｇ（ｒｄｔ） －３．２６９ ３３．２４４ ７．１２２ 部分平稳

ｌｏｇ（ｒｄｆ） －１２．９１４ １６２．１７２ ８．８４１ 平稳

ｌｏｇ（ｒｄｐ） －６．１３９ １０５．８９０ ８．２８３ 平稳

ｌｏｇ（ｎｐｅ） －３．０７３ ９０．５８２ ８．７３８ 平稳

ｌｏｇ（ｎｐｓ） －２６．５６５ ８７．２０９ ８．２６６ 平稳

ｌｏｇ（ｅｘｐｉｍｐ）－２２１．４１１ ４６８．２２０ ６．５６２ 平稳

△ｌｏｇ（ｏｌｃｓｒ） －７．４９３ １７３．００２ ５７．７４０ 平稳

△ｌｏｇ（ｒｄｔ） －３．５００ ７３．０７９ ８．３７８ 平稳

△ｌｏｇ（ｒｄｆ） －９．３６８ １８６．９８３ ６．２２４ 平稳

△ｌｏｇ（ｒｄｐ） －８．８８１ １５４．５４０ ７．１８１ 平稳

△ｌｏｇ（ｎｐｅ） －４．７６５ １４０．１０４ ８．５６４ 平稳

△ｌｏｇ（ｎｐｓ） －２３．８０２ １２８．５４７ ７．３５１ 平稳

△ｌｏｇ（ｅｘｐｉｍｐ）－１７６．９７７ ４９３．３１１ ５．１０９ 平稳

　　注：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下检验通过；表示在５％的水平下

检验通过；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表３　面板数据估计结果ｌｏｇ（ｅｘｐｉｍｐ）被解释

变量 说明
固定效应１
公式１

固定效应２
公式２

Ｃ 常数项
－４．２３３
（－２．１６５）

２．４２８
（０．７０３）

ｌｏｇ（ｏｌｃｓｒ） 发展潜力
－０．１１１
（－２．０７０）

－０．１１５
（－２．１７５）

ｌｏｇ（ｒｄｔ） 时间
－１．３３４
（－３．１３７）

－１．４５１
（－３．４５０）

ｌｏｇ（ｒｄｆ） 创新数量
－０．１８２
（－０．３２１）

－０．９４１
（－１．４５５）

ｌｏｇ（ｒｄｐ） 项目数
１．４５３
（４．３６０）

１．２９５
（３．８７７）

ｌｏｇ（ｎｐｅ） 支出
０．４８２
（１．０６９）

０．５０６
（１．１４４）

ｌｏｇ（ｎｐｓ） 创新质量
０．５５５
（２．２２９）

０．３８９
（１．５２８）

ｌｏｇ２（ｒｄｆ） 创新数量的２次项 ０．０４４
（２．３２１）

Ｈａｕｓｅｍａｎ Ｈａｕｓｅｍａｎ检验值 ５４．５５６ ５３．８８５
Ｐ值 相伴概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Ｒ２ 拟合优度 ０．９２３ ０．９２２

　　注：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下检验通过；表示在５％的水平下

检验通过；表示在１％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市场建设项目数的回归系数通过了统计检验，

说明企业研发规模投入对数字贸易具有显著贡献。

数字贸易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统计

检验，这说明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其蓝海市场逐渐

减少。市场投入时间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

统计检验，这说明随着数字贸易市场的成熟，对现有

技术的升级时间将缩短。

无论公式（１）还是公式（２），创新数量均没有通
过统计检验，也就是说假设二没有得到验证。但创

新数量的２次项通过了统计检验，综合说明中国数
字贸易发展过程中创新数量需要达到一定阈值产生

质变才有效果。

（三）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的互动关系

为了分析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之间

的关系，本文采用 ＢＶＡＲ模型进行估计。具体过程
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内

在联系。

１．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第一，数字贸易发展潜力的脉冲函数见图 ２。

创新质量对其的影响第２期达到极大值。这说明创
新质量短期对数字贸易发展潜力有显著效果，且长

期效果稳定。第二，创新数量的脉冲函数见图 ３。
创新质量对其的影响第２期就达到极大值，后期在
高水平位置逐渐衰减。这说明创新质量短期有助于

提高创新数量，但长期效果有限。第三，创新质量的

脉冲函数见图４。创新数量对其的影响第３期就达
到极大值，后期在高水平位置逐渐衰减。这说明创

新数量短期有助于提高创新质量，但无法长期持续。

第四，数字贸易的脉冲函数见图５。创新数量自第２
期开始对其作用效果一直处于提升状态。这说明创

新数量的提升能够有效地提高数字贸易规模。

图２　数字贸易发展潜力的脉冲响应函数

图３　创新数量的脉冲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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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创新质量的脉冲响应函数

图５　数字贸易的脉冲响应函数

２．方差分解
各变量第１０期的方差分解如表４所示。数字

贸易的方差分解中，其自身所占份额为９６．０５７％，创新
数量的贡献仅占２．６６６％，创新质量贡献仅占１．１６８％，
说明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贡献的份额总体

不高。创新质量的方差分解中，其自身占７８．２９３％，其
他作用较大的就是创新数量，其贡献占１７９９１％，剩余
变量贡献很小，说明创新质量的提升主要依靠创新数

量作为基础。创新数量的方差分解中，其自身所占份

额为４８１５０％，创新质量的贡献占５１．０６４％，剩余变量
贡献很小，说明创新质量能够有效地促进创新数量提

高。数字贸易发展潜力的方差分解中，其自身占

８８．１６５％，其他作用较大的是创新质量，占８．２２７％，说
明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发展作用效果较好。

表４　各变量第１０期方差分解

ｌｏｇ（ｅｘｐｉｍｐ） ｌｏｇ（ｎｐｓ） ｌｏｇ（ｒｄｆ） ｌｏｇ（ｏｌｃｓｒ）
ｅｘｐｉｍｐ ９６．０５７ １．１６８ ２．６６６ ０．１０７
ｎｐｓ ３．３２３ ７８．２９３ １７．９９１ ０．３９０
ｒｄｆ ０．６４１ ５１．０６４ ４８．１５０ ０．１４４
ｏｌｃｓｒ ３．５１５ ８．２２７ ０．０９２ ８８．１６５

　　六、研究结论
（一）创新数量与数字贸易之间呈现良性互动

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作用机制包括提高产品

竞争优势、降低制造成本、培养创新人才、培育创新

文化，数字贸易对创新数量的作用机制包括技术提

升效应、市场反馈效应、政府政策效应。面板数据的

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弹性系数为

负，并且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贡献呈现 Ｕ形曲
线。脉冲响应函数的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数量与数

字贸易之间呈现良性互动。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

数字贸易对创新数量的反馈作用要大于创新数量对

数字贸易的贡献。

总的来看，中国的政府、企业比较重视创新。创新

数量总体上具有一定的规模，研发投入数量也很大，通

过本文构建的模型可知这有效地促进了数字贸易的发

展。而数字贸易的良性反馈效应也进一步促使政府、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形成了数字贸易的收益循环。

（二）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相互间作用较低

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预期作用机制包括形成提

升产品价值链与良性市场反馈效应。但面板数据的实

证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贡献不显著。

数字贸易的方差分解中，创新质量贡献份额总体

较低。创新质量的方差分解中，数字贸易贡献占比也

很小。这说明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相互间作用较低。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创新质量总体水

平较低，原创性成果少，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贡献

小，数字贸易产品技术含量、品牌服务有待提高，中

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供应链中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为

此，需要不断提高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才能逐渐从

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三）创新质量能有效地促进数字贸易发展潜

力的提升

近年来数字贸易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在各地蓬勃

发展。脉冲响应函数的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质量对数

字贸易发展作用效果较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来源

于各类新兴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在互联网市场的应

用。一般来说，越倾向于培育、采纳、部署新兴的技

术、先进的管理制度的地区，数字贸易发展得越好。

因此，鼓励政府、社会在扩大研发投入数量的基础上，

更加关注创新的内涵。利用各类有效措施通过提高

创新能力水平和突出创新重点，全面提升创新质量。

（四）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良

性互动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知，创新数量对创新质量

的冲击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创新质量对创新数

量的冲击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两者初步形成

了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对于协调创新质量、创新

数量与数字贸易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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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ｅｎｔｒｅ，Ｃｈｉｎａ；ｂ．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１０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ａｓｅｎｔｅｒｅｄａｎｅｗｎｏｒｍａｌ，ｗｉｔｈ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
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ｔｒａｄ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ｓｈｉｆｔ
Ｃｈｉｎ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ｏ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ｕｓｅｓ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ｖｅｃｔｏｒ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ｓｌｏｗ，ｉｔ
ｈａｓａｇｒｅａｔｅｒｒｏｌｅｉ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ｃｅｒ
ｔａ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ｉｎ；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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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视角下
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态势研究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马立呼，潘玉君，华红莲，马佳伸，牛福长
（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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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义务教育时空结构、预警与均衡发展对策系统研究”（４１６７１１４８）；中国地理

学年表研编资助项目（４１９７１１６９）
作者简介：马立呼（１９９３—），男，云南红河人，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资源开发。

摘　要：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运用总体耦合态势模型、空间耦合特征模
型等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２８个城市的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总体耦合态势和空间耦合特
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

但在空间维度上二者的增速呈显著的空间吻合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态

势呈现出“扩大—缩小”演变特征，两者的耦合关系不断增强，但是现阶段以人口快速增长型为主，人地

耦合协调度低。最后提出发展对策：控制城市土地快速扩张，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地协调配置；

促进“三角形”空间格局均衡发展，推进区域协调统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扩张；人口增长；耦合协调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５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９．２１；Ｃ９２４．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２６－０７

　　城镇化是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都存在的社会
经济发展现象，其中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其

核心要素内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城
镇化高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导致城市建设用地急剧

扩张，与此同时城镇人口规模不断壮大和人口大规

模转移［１］。２０１１年中国城镇人口历史性地首次超
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５１．２７％。由此导致
了“驱赶式”“冒进式”的城镇化［２］，造成城市空间无

序扩张甚至失控、人地关系失调、城镇化质量低下、

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因此，国内外

学者就城镇化过程中人—地关系协调问题进行了广

泛的研究［３－７］，以此为推进健康、可持续的城镇化提

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分析。

城市群是高度发达的空间一体化的城市形态，

是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高级历史发展阶

段的产物。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国家级大型城市群，

由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以及环鄱阳湖城市群

构成，简称“中三角”，它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战略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我国区域发

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８］。截至２０１９年底，长江中
游地区２８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分别达
到了３６５６．９９平方公里和２３１０．３１万人。探讨长江
中游城市群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空间格局特

征等，有助于提升“中三角”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和

水平、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促进人地配置协调发展、

推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此背景下，不同学者

从区域整体、省域尺度、重点城市等不同视角对长江

中游地区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有：（１）人口分
布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９－１３］。运用人口分布

结构指数模型，廖传清对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长江中游地
区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时空变化进行了研

究［９］；邓楚雄运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探索性空间

数据分析方法等，对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湖南省人口分布
格局的时空变化特点和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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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１３］。（２）城市土地利用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研
究［１４－１９］。许均运用 ＣＬＵＥ－Ｓ模型，模拟研究长株
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动态变化［１４］；陈万旭运

用最小二乘法、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测度了长江中

游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型和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和非空

间关系［１５］；杨小芳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对长

江中游城市群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城市化与城市用地利
用效率的时空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１６］。（３）长江中
游城市群的空间相互作用、空间格局演变、合作机

制、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等的研究［２０－２３］。但上述

研究更多的是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城市土

地利用、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城市空间结构等方面，缺

乏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土地扩张

和人口增长之间的耦合态势方面的研究，不能充分揭

示“中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人地配置协调问题。

因此，本研究基于总体耦合态势模型和空间耦合特征

模型等，对长江中游地区２８个城市的土地扩张与人
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区域人地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空间耦合格局，以期为长江中游地

区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科学协调人地关系、合理配

置和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等方面提供参考意见。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长江中游地区 ２８个城市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的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量作为研究指
标。所需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
（二）总体耦合态势模型

以重心模型及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构建总体耦

合态势模型［１］，以此来探讨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

长的整体耦合态势。重心模型如下：

ＧＬ（ｘ，ｙ）＝
∑
ｎ

ｉ
ＬｉＱ（ｘｉ，ｙｉ）

∑
ｎ

ｉ
Ｌｉ

（１）

ＧＰ（ｘ，ｙ）＝
∑
ｎ

ｉ
ＰｉＱ（ｘｉ，ｙｉ）

∑
ｎ

ｉ
Ｐｉ

（２）

式中，ＧＬ表示土地重心、ＧＰ表示人口重心；Ｌｉ表示第
ｉ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Ｐｉ表示第ｉ个城市的城区人
口数量；ｘｉ表示第ｉ个城市的经度、ｙｉ表示第ｉ个城市
的纬度。

利用土地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空间距离和运动轨

迹来反映土地与人口的空间耦合态势。重心空间距

离的大小表示土地与人口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距

离越大协调性越低，反之则高。Ｓ的计算公式：

Ｓ＝ｄ（ＧＬ，ＧＰ）＝ （ｘＬ－ｘＰ）
２＋（ｙＬ－ｙＰ）槡

２（３）
（三）空间耦合特征模型

本研究引入弹性系数以构建空间耦合态势模

型，并以此来测度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

空间耦合关系，当系数为１．１２时被认为人口与土地
之间的耦合态势是处于理想状态［２４－２５］。但是传统的

弹性系数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对城市人均

用地态势及土地利用集约状况进行全面、客观的分

析。因此有些学者对其做了修正［３］，用人均城市用

地约束参数构建协调性系数（ＣＰＩ）。本研究采用经
修改的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ＣＰＩ＝ＣＲｉ／ＰＲｉ×Ｒ （４）

Ｒ＝
ＬＰｔ／ＬＰＩｔ
ＬＰ０／ＬＰＩ０

（５）

式中，ＣＰＩ表示协调性系数；ＣＲｉ和 ＰＲｉ分别表示建
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的年均增长率；ＬＰｔ和ＬＰ０分别
为期末年（２０１９年）和期初年（２０００年）人均建成区
面积；ＬＰＩｔ和ＬＰＩ０分别为期末年（２０１９年）和期初年
（２０００年）理想人均建成区面积。对于 ＬＰＩ的取值
范围，参考相关研究结果［１，３，２４］，并根据《城市用地

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指标》（ＧＢ５０１３７—２０１１）的规
定，给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依次取值

９５ｍ２／人、１００ｍ２／人、１０５ｍ２／人、１１０ｍ２／人，以此作为
某个城市理想的人均建成区面积。

参考相关研究结果［２，２３－２４］，并结合研究对象的

城市土地扩张和人口增长发展的变化，以 ＣＰＩ＞
１．３、０．７５＜ＣＰＩ≤１．３、０＜ＣＰＩ≤０．７５、ＣＰＩ＜０或
ＣＰＩ＞０作为区间值，将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
协调类型划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分类标准如表１所示。

表１　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分级标准

类型 标准 特征

土地快速扩张型 ＣＰＩ＞１．３ 建成区土地扩张速度高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人均用地显著增加。

人地基本协调型 ０．７５＜ＣＰＩ≤１．３ 建成区土地扩张与城市人口增长基本同速，人地关系基本协调，人均用地变化幅度较小。

人口快速增长型 ０＜ＣＰＩ≤０．７５ 建成区土地扩张速度低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人均用地明显减少。

人地有所收缩型
ａ．ＣＰＩ＜０（ＣＲｉ＜０或ＰＲｉ＜０）
ｂ．ＣＰＩ＞０（ＣＲｉ＜０且ＰＲｉ＜０）

建成区土地面积和城市人口同时减少或者其中一个要素减少，建成区迁入人口少于迁出
人口，建成区用地规模或者人口规模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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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结果分析
（一）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时空特征分

析

１．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时序特征
长江中游城市群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的城市土地扩

张与人口增长均呈现出极速波动增长的态势，其演

变历程大致可分为平稳增长、反向变化、波动增长和

交叉增长四个阶段（图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这一阶
段城市土地与人口均呈现出增长趋势，其中土地扩

张更为显著，远大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建成区面积快

速扩大，但是这一阶段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速

率总体下降。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
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反向变化轨迹，其中城市土地大

幅度扩张，形成了倒“Ｖ”字形结构，在２００６年土地
扩张速率达到了１６．１０％；而城市人口则出现了下
降趋势，同时形成了显著的“Ｖ”字形结构。２００６年
初步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目标，因此推动了

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是城市土地
扩张与人口增长速率波动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土地

扩张的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口增长较为

缓慢，只有２０１１年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持平。
２０１５年以后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速率呈现交叉
增长的态势，这一阶段是人口增长较为快速的时期，

并在２０１８年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达到了最高值。总

体而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土地扩张和人口增

长均在高速推进，而且其推进过程在时间序列上呈

现出同步共进的特征；土地扩张速度一直都保持着

极高的水平，并且总体上比人口增长速度高，两者之

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用

地扩张速度很快，土地城镇化显著，同时体现出人地

配置不协调的建设问题。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速率变化图

２．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空间格局
通过分析人口增长速率和土地扩张速率空间格

局图（图２），再结合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增长与土
地扩张速率标准差椭圆图［２６］（图２），可以直观地看
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在空间

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吻合性，两者的增长重心位于九

江市西部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重叠，同时增长格局均

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西北—东南走向特征。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速率空间格局图

注：地图来源于国家标准地图服务官网，无修改底图，审图号：ＧＳ（２０１６）１６０５号。

　　人口高速增长城市在空间上主要分布于城市群
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长江中游城
市群人口增长速率最高的为襄樊和上饶，第二梯队

的城市由中心城市长沙和南昌牵头，包括宜昌、抚

州、九江、娄底等８个城市，其增长速率在１．７７％—
４．１１％之间；武汉、新余、吉安、宜春、鹰潭等１２个城

市人口增长较慢，其速率在０４７％—１．７６％之间。
其中武汉作为“中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其人口增

长速率相对较低，主要是武汉发展较为成熟，人口增

长受到了各方面的制约；黄冈、常德、益阳、孝感和鄂

州５个城市人口增长最为低缓，其增速在０．４６％以
下，主要是这些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较低，经济发展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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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后，人口吸引力不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

土地扩张速率最高的是宜昌、上饶、抚州、南昌和宜

春５个城市，处于高速扩张态势，其增速在７．３６％—
９．０６％之间，其中上饶是人口增长和土地扩张速率
都处于最高水平的唯一一个城市，说明上饶的土地

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在同步推进，其城镇化进展

速度极快。武汉、长沙、九江等７个城市的土地扩张
速率在５．０７％—７．３５％之间，处于高速扩张的态势，
其中长沙和武汉作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兼省会城

市，其经济发展较快，综合实力强劲，带动自身及其

周边地区的城市土地快速扩张。常德、益阳、黄冈等

城市的土地扩张速度较为缓慢，增长速率在

３．６０％—５．０６％之间；荆门、荆州、娄底、湘潭等８个
城市土地扩张水平最低，其速率低于３．５９％，这些城
市受自身人口较少、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以及区域大城

市如武汉、长沙和南昌等的极化效应等方面的影响，

导致城镇化发展缓慢，土地需求量小。

（二）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态势分析

１．总体耦合态势分析
利用重心模型计算出土地重心、人口重心、两者

的移动轨迹及两者间的空间距离（图３、图４），从而
揭示人口重心和土地重心的演变特征及空间耦合态

势。根据图４，可将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耦
合态势分为四个阶段：（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耦合性逐
渐减弱阶段。土地重心先由东北向西南移动，再由

西往东移动，人口重心移动总体上由东南向西北移

动。这时期土地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移动方向处于反

向状态，因此两者的空间距离逐步扩大，由２０００年
１７．３２ｋｍ扩大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３．９３ｋｍ，扩大幅度达到
了１６．６１ｋｍ，表明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极速减弱。
（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耦合性极速增强阶段。这一时期
土地重心总体上由西南向东北移动，人口重心移动

总体方向为由北向南。土地重心与人口重心之间的

距离由 ３３．９３ｋｍ缩小到 １１．５５ｋｍ，缩小幅度高达
２２．３８ｋｍ，出现了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耦
合协调性极速增强的时期。（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耦合
性逐渐减弱阶段。这一阶段土地重心由西向东移动

且移动幅度较小，人口重心移动方向是由北向南，同

时人口重心移动幅度也很小。这一阶段，人口重心

与土地重心之间的空间距离出现了小幅度扩大的趋

势，由１１．５５ｋｍ扩大到１９．７０ｋｍ，两者之间的耦合
协调性逐渐减弱。（４）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协调性逐步增
强阶段。这一阶段，土地重心由南向北移动且移动

幅度小，人口重心由西向东移动且移动幅度极大，但

这个阶段人口重心与土地重心在空间上逐渐靠拢，

说明两者的协调性逐步增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重心移动
轨迹总体上呈现出西南—东北向，而人口重心的移

动轨迹较为凌乱，但其整体方向也是由西向东演变。

由此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转移和土地扩

张重心位于东部地区。同时，土地重心和人口重心

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缩小，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人

地协调性不断增强。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长江中游地区土地重心和人口重心移动轨迹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长江中游地区土地重心与人口重心的距离

２．空间耦合特征分析
通过模型计算出测度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

之间耦合态势的协调性系数（ＣＰＩ），并根据 ＣＰＩ将
长江中游城市群２８个城市的耦合协调类型划分为
三大类（表２）：人口快速增长型、人地基本协调型和
土地快速扩张型。此外分成两个时间截面（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
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对比分析。

从图５可以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２８个城市土地扩
张与人口增长之间耦合协调类型主要以人口快速增

长型为主，两者空间耦合关系较差，土地与人口之间

的协调性不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土地扩
张与人口增长耦合类型以人口快速增长型为主，除

了襄樊、岳阳和湘潭属于土地快速扩张型，其余２５
个城市均为人口快速增长型，不存在人地基本协调

类型城市。这个阶段，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解

构，加上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完善、人口户籍制度的

逐步放开、城市就业机会更多及较为丰厚的经济收

入等促进了大量农业人口迁入城市或就地转变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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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因此长江中游地区各城市以人口快速增长

型为主。但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原

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跟上城市人口增长的

步伐，因此城市土地扩张滞后于人口增长，土地与人

口之间的耦合协调性较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土地扩张与
人口增长之间耦合态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人口快速

增长型城市减少，土地快速扩张型城市增加到６个：
株洲、黄冈、黄石、九江、上饶和景德镇。人地基本协

调类型城市从第一阶段的０个增加到了８个，分别
是武汉、咸宁、南昌、鹰潭、长沙、娄底、湘潭和衡阳。

在空间格局上，土地快速扩张型城市从第一阶段的

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其中武汉、南昌、长沙３

个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是土地扩张最为快速的区

域，呈现出明显的三角形空间格局，说明３个城市作
为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综合实力突出，对区域

产生了显著的引力，吸引城市群内的资源、产业、政

策等要素向三大城市集中。

从第一阶段的以人口快速增长型为主到第二阶

段人地基本协调型和土地快速扩张型城市大幅度增

加这个转变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地区城市人口的大

量增长对建设建设用地提出了更大的需求量，反过

来促进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快速扩张。加上２００６年
初步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目标之后，更是推

动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化快速发展，其中土地扩张的

速度总体上逐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

图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协调类型空间分布格局图

注：地图来源于国家标准地图服务官网，无修改底图，审图号：ＧＳ（２０１６）１６０５号。

表２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分析结果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ＣＰＩ 耦合类型 数量（个） ＣＰＩ 耦合协调类型 数量（个）

ＣＰＩ＜０．７５ 人口快速增长型 ２５ ＣＰＩ＜０．７５ 人口快速增长型 １４
０．７５≤ＣＰＩ≤１．３ 人地基本协调型 ０ ０．７５≤ＣＰＩ≤１．３ 人地基本协调型 ８
ＣＰＩ＞１．３ 土地快速扩张型 ３ ＣＰＩ＞１．３ 土地快速扩张型 ６

　　三、对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区域人地配置不协调问题

突出，因此今后应该从产业优化升级、政策制定、制度

完善等方面改善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

镇化之间的关系，控制土地快速扩张，引导人口有序

流动，促进人地协调配置，以及区域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实现绿色、健康、可持续的现代化新型城镇化道路。

（一）控制土地快速扩张，引导人口有序流动，

促进人地协调配置

人地关系的和谐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显著特

征。长江中游城市群２８个城市总体上处于城市土
地快速扩张的阶段，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增长速率存

在着较大的差距，人地关系不协调问题突出。尤其

是武汉、南昌、宜昌等地区土地扩张十分显著，形成

了建设用地高密度区域，给区域土地资源和生态环

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应控制这些地区土地高

速扩张的态势，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提高

土地效益。长江中游东部地区是人口增长相对缓

慢、人地耦合协调性低的聚集区，因此应合理、有序

引导城市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优化人口分布的空

间格局，促进人口分布相对均衡，降低人口高密度地

区的发展压力。通过调整人口增长和土地扩张，逐

渐形成人地协调的区域发展格局，促进人地和谐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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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城镇化发展

长江中游地区河网密布、湖泊众多，地势低平，

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巨大的

城镇数量及人口规模。长江中游地区土地空间的蔓

延扩张，会加剧土地资源的紧缺性，造成粮食安全隐

患，同时也会导致生态环境系统失衡，引发更为频繁

的自然灾害，给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带来十分重大的损失。因此

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从基于“生态文明建

设”定位，突出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环境保护与

城镇化建设协调推进，走生态城镇化道路，树立生态

宜居、绿色城市的发展理念，从行政手段等方面严格

控制土地扩张的无序、失控行为，引导走有序、健康

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推进实施生态宜居、人地和谐的

新型城镇化战略。

（三）促进“三角形”空间格局平衡演变，推进区

域协调统一

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和区域核心城

市，其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都十分巨大，但是武汉作

为增长极，其空间拉力和辐射作用并不协调，呈现出

引力远大于辐射作用的趋势，未能充分发挥其对周

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与周

边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形成了明显的空间梯度和

“核心—边缘”结构。因此，应进一步提升武汉的辐

射带动能力，加强武汉城市圈及其与周边地区之间

的协调与合作。同为区域中心城市，南昌、长沙与武

汉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三角形”的城市空间格

局呈现出不协调的趋势。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理念

下，应加强统筹区域协调，推进南昌和长沙的城镇化

建设，促进引导两者城市人口有序增长，逐步缩小与

武汉之间的发展差距，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三角

形”空间格局协调发展的局面。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２８个城市作为研究尺
度，以建成区面积与城区人口为研究视角，利用重心

模型、空间距离、耦合协调性等方法研究长江中游城

市群人地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人地配置空间格局，

结果表明：

（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
扩张与人口增长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并可分为平稳增

长、反向变化、波动增长和交叉增长四个阶段。长江

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都在高速推

进，两者推进过程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同步共进的

特征，但是总体上土地扩张速度一直高于人口增长

速度，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但与此同时，“中

三角”地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在空间格局上

吻合性较强。

（２）长江中游城市群２８个城市土地扩张与人
口增长耦合协调类型可分为３类，其中以人口快速
增长型为主，人地配置耦合协调度较低。但与此同

时，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重心与人口重心之间的空

间距离处于逐渐缩小的趋势，人地关系协调度不断

增强。

本研究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

人地协调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

是本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指标样本数量与类

型不够丰富。因此，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构建多样本

的指标体系，从多方面多维度去研究在城镇化过程

中人地配置问题，以推进新型城镇化科学合理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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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杨艳昭，封志明，赵延德，等．中国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
增长协调性研究［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３，３２（９）：１６６８－
１６７８．

［４］陈凤桂，张虹鸥，吴旗韬，等．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
化协调发展研究［Ｊ］．人文地理，２０１０，２５（５）：５３－５８．

［５］ＪａｎＫＢ．ＵｒｂａｎＳｐｒａｗ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Ｊ］．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０（２）：１６０－１７１．

［６］ＫｕａｎｇＷｅｎｈｕｉ，ＣｈｉＷｅｎｆｅｎｇ，ＬｕＤ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ＡＣｏｍ
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ｅｇａｃｉｔｙ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
Ｕ．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Ｊ］．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４，１３２．

［７］ＪｕｌｉａｎＤＭ．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Ａｒｅａ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Ａ
ＮｅｗＳｃａｌ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ｆｏｒ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Ｊ］．
Ｕｒｂ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７，４４（１０）：１８８９－１９０４．

［８］国务院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Ｊ］．城市
问题，２０１５（４）：１００．

［９］廖传清，郑林．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及
其演化特征［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７（７）：１１－２０．

［１０］廖传清．多尺度下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的时空演
化特征分析［Ｄ］．南昌：江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７．

［１１］沈彦．长株潭人口与城镇化区域格局变化趋势［Ｊ］．国
土资源导刊，２０１３（２）：５２－５３．

［１２］李细归，吴清，廖天．武汉城市圈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
空间耦合研究［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５（１２）：１３６－１４０．

［１３］邓楚雄，李民，宾津佑．湖南省人口分布格局时空变化
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７，３７（１２）：

·１３·



４３－５０．
［１４］许均．基于ＣＬＵＥ－Ｓ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空
间格局动态变化模拟研究［Ｄ］．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２０１６．

［１５］陈万旭，李江风，冉端．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型
和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关系［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９，２８（５）：１０３６－１０４８．

［１６］杨小芳，代侦勇，田士如．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的时空耦合关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Ｊ］．测绘与空
间地理信息，２０１７，４０（１０）：１０２－１０４．

［１７］卢新海，唐一峰，匡兵．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
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８，２７（２）：２５２－２６１．

［１８］张志，龚健，王利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社会经济时
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以湖北省１２个地级市为例［Ｊ］．
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１７，２４（４）：２９６－３０３，３１０．

［１９］危小建，谢亚娟，孙显星．城市土地扩张与人类活动之
间的关系识别：以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例［Ｊ］．测绘科学，
２０２０，４５（１）：１３８－１４８，１５６．

［２０］钱顺岳．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Ｄ］．南昌：江西

财经大学，２０１４．
［２１］钟洋，林爱文．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格局演变及优化研
究：基于ＤＭＳＰ／ＯＬＳ夜间灯光数据的方法［Ｊ］．水土保持
研究，２０１８，２５（６）：２９８－３０５．

［２２］刘兆英．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格
局演变特征［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１９．

［２３］马静，李小帆，张红．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发展质量系
统协调性研究［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６，３６（７）：５３－６１．

［２４］沈映春，张之蔚．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测度与
政策研究：以京津冀为例［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３３（１）：９９－１０５，１１５．

［２５］王海军，张彬，刘耀林，等．基于重心 －ＧＴＷＲ模型的京
津冀城市群城镇扩展格局与驱动力多维解析［Ｊ］．地理
学报，２０１８，７３（６）：１０７６－１０９２．

［２６］刘雨婧，唐健雄，麻学锋．连片特困区旅游城镇化时空
格局演化及模式研究：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例［Ｊ］．
经济地理，２０１９，３９（１０）：２１４－２２２，２３０．

（责任编辑　刘成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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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商品转让的增值税法规制研究

刘继虎，殷　煌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信托所得课税法律问题研究”（１２ＢＦＸ０９９）
作者简介：刘继虎（１９６２—），男，湖北荆门人，博士，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经济法、财税法、信托法。

摘　要：２０１６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税３６号文，将金融服务由原来缴纳营业税变更为
增值税。２０１９年出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将销售金融商品单列，足以证明对其课征增值税
的重要性。然而法律却仅规定了要对其征税，对于各项基本税收要素未做过多解释。法律的不完善

最终导致法律与政策之间关系失衡，增值税法与其他法律不能产生良好互动以及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增加。结合增值税的特点和理论基础，提出完善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体系需要提高立法层级、合理

界定金融商品、确立所有权转移标准、完善抵扣规则以及选择合适的纳税人。

关键词：增值税；金融商品转让；征税范围；抵扣规则；纳税人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６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３３－０５

　　金融业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产业，也越来越成为
代表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产业。从征营业税到征

增值税，金融服务如何征税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最初的几次“营改增”试点均未涵盖金融业，直至

２０１６年“营改增”全面展开之际，金融业才被列入其
中。然而，金融企业和其他企业有所不同，其业务非

常繁杂，并且具有非常快的更新迭代速度，在对这类

企业的增值税课征制度的设计方面，存在很大的困

难。通过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类企业增值税课征的

立法和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增值额的计算方面，

依然面临不少困难。

过去几年，我国对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的课征

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且在征收过程中不断完善相

关的规定。随着征收面不断扩张，我国针对金融商

品转让增值税征收制定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开始暴露

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借助于部委规章等

来进行修正，但是这些规章的效力层级不高，有些甚

至和现行的税法规定相违背。不仅如此，这些规章

只是就问题整改问题，缺乏整体的宏观把握，未能从

整体上对征税规则进行更为完善的架构设计。鉴于

此，有必要对金融商品转让的增值税法规制进行研

究，在增值税法立法之际重构更具合理性的金融商

品转让增值税课征规则。

一、课征增值税的理论基础

（一）国家干预论———国家财政需求

税收是一种分配方式，对国家来说既可以增加

财政收入，还可以起到调整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税收对经济的调整是通过影响纳税人的经济利益，

指导纳税主体的市场行为实现的。在经济平稳时，

其作用不会体现出来，只有在经济处于低迷或者过

热的时候，税收的作用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体现，能够

确保市场供需关系平衡以及市场资源配置更为合

理。在当前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大量的

个人和机构开始将投资重点放在了证券市场，相关

的交易量急剧增加，交易规模也远超预期。这个过

程中，产生了一些不理性的投资行为，过度投机现象

越来越严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本浪费。这时，单

纯依靠市场这一只手已无法对资本进行合理的配

置，难以达到对投机行为的抑制，不仅如此，如果不

采取其他手段，甚至还会导致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金融商品的交易市场相较于其他市场而言，流

动性大，风险性大，进入门槛低，单个投资者只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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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市场价格就能买入或者卖出他所期望的数量。投

资者数量越多，市场中的财富就积累得越多。如果

对这些巨额资产的持续累积不加以控制，不通过税

收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就会进一步拉大财富差距，导

致社会的不公进一步加剧，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响。

因此，在市场机制没有办法继续发挥它的调节作用

时，政府有必要对金融商品的交易进行管控。征税

对证券市场产生的影响是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

带来的，对金融商品转让课征增值税可以增加投资者

的税收负担，从而减少其收益，削弱投资动机，让资本

不再大批涌入证券市场中，避免资本泡沫的产生。

（二）优化税制理论———税收公平与效率

最优税制理论由拉姆齐等经济学家创立，作为

一种权衡公平与效率的税制安排，该理论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社会的扭曲性和不公平性。在这种理

论下，判断税制是否优化的标准是税收公平和税收

效率。税收公平包括两种类型：纵向公平与横向公

平。这两种类型都要求按照纳税人的经济能力或者

说纳税能力对其进行课税。而税收效率要求政府在

征税时应尽量减少给纳税人带来额外负担或者说将

给纳税人带来的超额负担降到最低程度。一个优化

税制，不仅仅要能够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而且还要

让纳税人的额外负担问题加以解决。

然而，最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能存在于理想

状态中，无论在现实中如何去完善税制，绝对公平有

效都是难以实现的。基于此，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提

出了次优税制理论，该理论主张设计税制时应尽可

能地减少效率损失，最大化地实现公平，优化税种结

构。参与金融商品转让的主体不仅包括企业投资

者、机构投资者还有许多的个人投资者，环节多且形

式复杂，再加上信息不对称，在通过征税调整市场时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效率损失。因此，需要鼓励行为主

体主动披露相关信息，在设计税制时应遵循实质课税

原则，要让高收入人群和机构多纳税，低收入群体和

机构少纳税；要有效降低效率损失，确保社会公平。

（三）托宾税理论———金融服务实体

托宾税是由经济学家托宾提出，目的是为了减少

纯粹的投机行为。它最早体现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凯

恩斯认为投资者在短期交易中所依赖的并不是一些

理论分析，而是对群体平均判断的预测。如果某种短

期交易只需要付出廉价的交易成本，大众就会更钟情

于这种短期交易，而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消耗资

源，并且让某些人获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样的

做法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因此，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

加以限制。从本质上来说，托宾税是政府所采取的一

种管制手段，市场中交易的频率越高，其影响也就越

大。托宾税通过提高短期交易的成本来抑制短期内资

本迅速、大量流通，进而使投资者减少投机性交易，降

低金融市场投资风险，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金融商品的转让具有流通性和投机性强等特

点，必须要借助于国家强制征收增值税手段来进行

调节。就金融商品的交易本质而言，与其他任何实

体商品交易没有任何区别，都在商品流通中有所增

值。实体商品交易要征收增值税，那么理应对金融

商品转让一视同仁，将其视为一般的商品交易征收

增值税。而且近年来，我国一直强调要加强对金融

领域的监管，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守住风险底线。引

导社会资本有序地向实体经济流动，帮助实体经济

强筋健骨，才能提升整体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二、增值税课征规则的缺陷

（一）法律与政策之间关系失衡

自２０１６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税３６号
文确定对金融服务征收增值税至今，财政部与国家税

务总局对于金融服务业的增值税征收工作进行了大

量的调研，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部委规章。其中，金

融商品转让就包含在内。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税法最

为核心的基本原则，要求用法律对每个主体的权利和

义务进行规定，同时也应用法律对各类税收要素进行

明确。截至目前，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的诸多课税依

据还没有上升为法律，大部分属于部委规章。

早期我国立法技术不够成熟，而金融税法又是

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领域，可以理解由政策先行。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立法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

领域的法律规定非常精细，而在税收领域方面，相关

的立法仍然以原则性为主，属实不妥。虽然税法最

终起到的是一种宏观调控的作用，本质上决定了无

法对所有事情都进行规定，但这并不表明就要和税

收法定原则相冲突。不仅如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在授权行政部门制定税收要素规则过程中，必须

要做到慎重行事，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要求，主要是因

为这种做法和税收法定原则的“人大主导”不一致。

总而言之，依赖行政机关制定的部委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对金融商品转让课征增值税进行规制实质上违

反了税收法定原则。

（二）征税范围界定不明

目前，我国对金融商品的界定采取正向列举的

方式。然而在实践中税法的滞后性可能会导致对其

他法律交易回应的不足［１］。以民法中的保理行为

为例，税法将金融保理服务归类为金融服务，其中争

议最大的无追索权保理中债权人取得的相关债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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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入该如何定性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如果认为

金融商品仅仅是财税３６号文列举的几项，那么该收
入应该定性为不征税收入。归根结底，是税法的规

定不明导致无法与其他法律产生良性互动。再者，

在互联网时代下金融业迅猛发展，各类创新金融产

品不断出现。列举法已经不再适合现在高速发展的

金融市场，新型金融产品的出现必将要求税法对金

融商品定性，并进行针对性的课税。尤其是新型金

融产品的出现伴随着较高的利润水平，若放之任之，

不加以管制，既无法满足国家的财政需求，也无法满

足税收公平的要求，实现公平分配，甚至有可能会增

加投资者盲目的投机行为，掀起一轮金融风险。

（三）重复征税导致抵扣链条断裂

在我国进行“营改增”之后，在金融服务增值税

制度的设计方面，最终明确了以征税为原则，以不征

税、免税为例外的规定。对于金融商品转让，现行规

定继续沿用差额征税，在征收营业税时对销售额的

确定就一直有争议，改征增值税之后不对其进行改

进反而直接沿用，考虑有所欠缺。现行规则规定，转

让金融商品的销售额应按照销售价格减去购买价格

计算，没有考虑买卖价差不完全就是增值额，其中还

包括了一些对企业可能承担的风险的补偿，而这些

风险补偿不应该成为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同时还规

定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就意味着企业购买

金融商品这部分的进项税无法抵扣，无形之中增加

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金融业有其特殊性，难以准确

计算税基。在现行的税制下，金融商品转让的进项

税无法核算，所以选择对其采用差额征税。而不开

专票不仅造成了重复征税，还导致企业成为增值税

的实际承担者。事实上，一条好的增值税抵扣链条

应该环环相扣，处于中间环节的企业只是代扣代缴，

消费者才是最终的实际承担者。

（四）纳税主体设计不合理

将资管产品管理人设计为纳税人，这种方式理

论上降低了征管难度，提高了征管效率，解决了纳税

人缺失的问题。然而在税务实践中仍存在很多问

题。首先是管理人的责任范围，如果管理人选择汇

总核算，就意味着其受托管理的多项产品和业务在

课征增值税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种情况

下，一旦某个项目的资产不足以缴纳税款时，该税款

就会成为管理人的债务。而这种债务一旦形成，对

于管理人而言，就需要以其自有的全部资产来担保

债务的履行。这明显扩大了管理人的责任范围，使

其对纳税义务承担无限责任。其次是不利于资管产

品持续有效的经营。资管产品业务经营具有连续

性，一旦管理人变更，纳税义务人也会变更，那么还

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该由谁承担，没有文件对此作

出规定。不仅规定不明，还有可能造成新管理人的

税负加重。对于旧管理人而言，如果选择汇总核算，

那么由该产品产生的增值税可以与其他的进行抵

销。而对于新管理人而言，一旦没有能抵销的项目，

由该产品产生的纳税义务就无法进行汇总核算，增

加了新管理人的纳税负担。因此，在发生管理人变

更时，可能会发生新旧管理人互相推诿纳税义务的

情况，不利于实现税收征管效率。

三、增值税制度的完善对策

（一）提高立法层级

税收法定原则是帝王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应

由法律对各项税收的基本要素作出规定。然而从目

前来看，我国关于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的课征多以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立法层级比较低，违背了

税收法定的要求。究其原因，或许是传统观念认为

有关税收的内容技术性比较强，尤其还涉及金融领

域，而立法机关的人员构成方面，在金融税收领域的

专业知识人才较少，对这一领域的立法技术还存在

缺陷，难以真正确保立法的合理性。但是，专业性不

够并不能成为违背税收法定原则的理由。现代社会

是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在这个大背景下，各个领域对

综合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法学也应当如此。作为

立法者不仅应懂法，还应具有领域法的思维，结合法

律与专业进行立法。因此，应由全国人大协调各部门

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参与，并且要广泛征求意见，在严

格遵守税收法定原则的同时，确保法律的专业性。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出
台，将销售金融商品从金融服务中单列出来，足以证

明对其课征增值税的重要性，然而仅规定了要对其

征税，对于各项基本税收要素未做过多解释，还是依

赖政策来解决。尽管相对于法律规定来说政策具有

灵活性，可以进行试错和调整来帮助法律规定的发

展与完善，但由于违背了税收法定这一基本原则，本

质上仍旧是违法行为。如果一直依靠政策来推动税

制改革，长此以往将会导致税收政策被滥用，导致法

律的信服力和权威性降低，长远来看，不利于构建合

理有效的税收法律制度。

（二）合理界定金融商品

虽然金融商品转让已被《增值税法（征求意见

稿）》纳入征税范围，但对于金融商品的界定，仅有

文件对其进行了正向列举，增值税法规体系没有给

出明确的定义。税收中立原则要求增值税的适用范

围应尽可能多地涵盖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简单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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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过多的例外、不当的税收优惠措施都会有损税收

中立的要求。列举是有限的，而目前金融行业处于不

断的创新发展过程中，且速度极快，各种创新产品层出

不穷，一旦出现不包含在列举范围内的金融商品，但其

类型又与范围内的产品类似的话，是否应当对其征税

将引起各方争议。为解决这种争议，应明确金融商品

的概念，以明确的内涵和周延的外延来回应。

在理论层面，立法时可借鉴金融领域对金融商

品的定义。金融学对金融商品的定义有四种观点：

目的说、工具说、合同说、资金融通形式说。目的说

从购买金融商品目的角度对金融商品进行界定，认

为金融商品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商品，是人们为了实

现对自己已经拥有财产的保有和价值的增加而创造

出来的［２］。工具说从功能的角度对金融商品进行

界定，认为金融商品是一种资金融通工具，其价值由

将来可能的收益决定，这种工具只有在将金融市场

作为交易对象时才能被称为金融资产或者金融产

品［３］。合同说从产品的本质和逻辑入手，认为金融商

品的本质就是权利义务在当事人之间的分配［４］。资

金融通形式说也是从功能角度出发，但相较于工具

说，该学说认为金融商品只是人们利用融资工具的一

种载体或者说形式，其本身并不是工具，人们在金融

市场上的交易对象也不是工具而是该载体本身［５］。

从法学视角来看，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权利与

义务的分配，与此最为接近的就是合同说。决定一

项权利是否能成为商品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流通

性。《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中所列举的外汇、有

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如果以流通性为标准，那么都

属于金融商品。从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和流通性出

发，能帮助我们较好地界定金融商品转让行为。金

融创新日新月异，交易形式变化多端，通过流通性入

手界定金融商品，更具有合理性，能解决目前争议较

大的如限售股、“新三板”股权是否属于金融商品的

问题，也能增强法律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三）确立所有权转移标准

《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规定，销售金融商品是

指有偿转让金融商品的所有权。然而对于如何判定所

有权的归属还存在很多争议。众所周知，所有权具有

很多权能，在所有权的诸多权能中，哪一项权能的转移

能成为认定所有权在税法意义上的转移的标准呢？

一是交付。交付是民法上确定动产物权发生转

移的标准。所有权作为绝对权，具有排他性。对于

动产而言，必须以占有状态的改变来宣告所有权的

转移，使所有人知悉原所有权人处分动产的事实。

对于税法而言，税法只关注和评价财产经济价值的

增减，财产的交付仅意味着财产空间状态的改变，无

法表明财产的价值是否发生改变，不足以成为纳税

义务发生的基础。对于金融商品而言，财产本身没

有形态，纸面形式只是所有权的证明，而非财产本

身，任何人占有都没有特定的决定性。

二是经济收益和损失。既然税法关注和评价财

产经济价值的增减，财产经济价值的改变在认定所

有权转移标准时通常也被考量。然而，经济收益也

有可能与所有权相分离，在特定的情况下以独立的

合同形式予以转移，或者逐步完成转移，具体的转移

时点难以确认，甚至可能出现买卖双方共担收益和

损失的情况。所有权是个整体性的权利，要遵循全

有或者全无的要求，部分具有经济价值属性权利的

转移不能被视为买卖行为，只有完全处分才会导致

纳税人所有权利益的终结。

三是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将来财产经济价值

增加或减损的不确定性状态。对于税法而言，相较

于财产的现有价值，税法更关注将来财产经济价值

的变动，经济风险有时还能成为纳税人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的前提条件。因此，承担经济风险的主体可

以成为纳税人，经济风险的转移可以成为判断所有

权转移的标准。对于金融商品而言，金融商品是无

形的，不存在因为折旧、折损而导致发生经济风险，

其特有的风险是可以与所有权相分离的。即使金融

商品的经济风险与所有权分离，所有权人仍可能因

处分财产获得收益或者遭受损失。因此，经济风险

转移不能成为判断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的标准。

四是控制权与处分权。对于金融商品而言，其

价值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只有拥有控制权与处分权

的人才能决定是否将现有金融商品变现或转变为其

他金融商品。控制金融商品的当事人可以基于此种

替代所有权的权利决定随时行使处分权，在这种情

况下，所有权人也无法行使金融商品固有的权利实

现收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控制权与处分权的转

移将决定所有权的转移。

由上可知，只有受让人取得金融商品的控制权

与处分权，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随时处分金融商品，

该受让人才取得该金融商品的所有权。具体而言，

当受让人能自由变现资产、改变资产存在形式时，才

足以认定其取得了金融商品的所有权。

（四）完善抵扣规则

增值税的实际承担者是最终消费者。为了避免

对整个交易链上的经营者造成不必要的税收负担，

在设计课征规则时都设计了相应的抵扣机制。在设

计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规则时，也应该如此，不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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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增值额的计算，还要考虑抵扣链条的完整性。

首先，科学界定增值额。现行规则规定的销售

额是个复杂的价格，其中所包含的不仅是增值额，还

有风险补偿部分。在计算增值额时，可以借鉴新加

坡的处理，根据金融商品的特性和行业标准确定一

个固定比例，这个比例就作为风险补偿部分，在增值

额中予以扣除。纵观世界各国金融业增值税课征经

验，尚不存在一个能实现环环相扣、环环抵扣的完美

的课征规则，而我国金融服务“营改增”还处于起步

阶段，要想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不可能做到一蹴而

就，采取固定比例扣除的模式只能说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当前存在的问题。具体的比例，需要由立

法机关组织该方面专家进行研讨，并向社会征求意

见，以实现该比例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其次，创新发票管理方式。考虑到抵扣和效率

问题，可以采取对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开具专用发

票，同时构建区块链发票制度。２０１５年我国已在全
国全行业推行电子发票，对于金融服务这种具有巨

大开票需求的行业来说，这种制度节约了成本，提高

了效率，但是依旧存在一些人为风险。对于此，近几

年快速发展的区块链技术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思

路。区块链具有可追溯性，所有入链数据都可追溯。

同时，还具有不可篡改性，可以减少税收争议，提高

数据的可靠性。应用区块链这种管理方式，一方面

可以保证交易记录的真实有效性，另一方面可以降

低因人为操作失误导致的安全风险，提高税收征管

成效。

（五）选择合适的纳税人

既然将管理人作为纳税人存在诸多不合理，那

么可以将资管产品本身作为纳税人。首先，税法并

没有明确纳税人必须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资管产品

作为纳税人不会有悖于法律。而且资管产品作为独

立的财产集合体可以自负盈亏，能独立支出增值税，

就可以在持续经营期间内被认定为增值税纳税人。

其次，运营资管产品以获利为目的，作为金融商品，

资管产品可以在市场中被交易，以此产生增值，成为

征收增值税的基础。最后，资管产品本身具有持续

性，增值税的缴纳不会受管理人变更的影响。虽然

管理人离任，但有关资管产品的纳税周期没有断裂，

纳税义务不在管理人身上，自然也不会发生新旧管

理人相互推诿义务的情况。以资管产品本身作为纳

税人，在到期时作为财产集合体缴纳增值税，程序不

会比以管理人作为纳税人复杂，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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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经济法规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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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信用评价的实质是消费者言论自由在互联网空间的延伸。网络信用评价有利于商
家获取消费者的正外部性反馈，并在了解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改进商品和服务。这一积极效应能够平

衡商品和服务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进而扩大市场经济效益。然而，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

部性，诸如虚假好评、恶意差评的现象频发，反映出了当前法律规制上的失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

完善当前的立法体系，强化网络平台经营者责任，改进网络信用评价纠纷化解路径，从多个维度打击

滥用消费者评价权的行为，进而促进网络信用评价制度的完善，创造和谐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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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电子商务的兴起，让网络线上购物方式成为满

足人们生活消费需求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伴随

着互联网信用评价功能的不断完善，消费者的评价

权得到了保障，但是除去消费者真实、客观的评价之

外，网络信用评价中的“恶意差评”“虚假好评”等滥

用评价权的现象也层出不穷，甚至衍生出专门的职

业，如职业差评师。不法分子利用商家息事宁人的

态度，行敲诈、勒索之犯罪行为，虽然它可以通过刑

法相关规定来规制，但是大部分遭到“恶意差评”的

商户基于维权成本的考虑，基本上是妥协态度，而这

一态度又导致这一现象无法根本遏制，最终影响到

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依赖用户评

价的行业，如网购行业、外卖餐饮行业、汽车行业、旅

游行业等。除此之外，虚假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会

诱导其他消费者做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导致消费类

侵权案件纠纷增多，如宋志坤、石峰名誉权纠纷等以

恶意差评为诉讼理由的案件。从长远来看，这不仅

不利于营商环境的构建，也会导致市场经济发展成

本增加，造成资源的浪费。事实上，我国互联网经济

的发展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除了传统的规制市场

经济的法律，也相应地推出了针对网络平台经济发

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保护法》等一系列专门性

的立法。但是针对网络信用评价的立法条款多属原

则性的规定，如《电子商务法》第１７条、《反不正当
竞争法》第８条，都在原则上规定禁止编造虚假评
价诱导消费的行为，但是这种原则上的规定真正落

实到实践中其效用却有所折扣。随着网络信用评价

类纠纷变多，立法机构也推出了一些新的规制措施，

如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５日实施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
法（试行）》第２１条规定“不得以删除、屏蔽相关不
利评价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这一条款是针对网

络评价作出的限制直播间运营者以及直播营销人员

行为的规定。这一规定的确立虽然可以有效保障消

费者的差评权，维护消费者言论自由的权利，却无法

有效遏制恶意差评行为。由于直播具有面向群体的

不特定性特点，不是每一个给予不利评价的消费者

都在直播间购买了商品或者服务，并基于真实的买

卖交易关系做出真实评价。而不真实的评价却会影

响直播间的销量甚至品牌影响力也会受到一定程度

的损失。恶意差评虽然对一些传统的知名品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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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但对大部分新兴企业来说却很可能是致命一

击，不仅影响单个企业的生存经营，也不利于构造和

谐的营商环境。另外，与“恶意差评”相对应的概念

是“虚假好评”。“虚假好评”属于不真实评价的一

种，它实质上反映了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不正当竞

争关系。因为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受到移动 ＡＰＰ
端、电脑端首页界面的限制，平台内经营者之间为了

争夺首页推送的流量，也会雇佣一些“水军”刷单、

刷好评，以获取较高的信用评分并由此盈利。这同

样是消费者的评价权被滥用的一种形式。权利的滥

用不仅会导致平台内部经营者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愈演愈烈，不利于平台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消费

者选择权和知情权的保护，更甚者会造成平台经济

领域垄断行为的发生。因此，如何通过经济法规制

相关人员滥用消费评价权的行为，成为保障良好营

商环境的关键。

二、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影响及制度因素

分析

（一）网络信用评价及其负外部性的界定

１．网络信用评价的概念
网络信用评价，又称为网络信用评估，是指消费

者对互联网销售平台中的商户进行消费评价的行

为，这种消费评价是基于所购商品或服务进行的评

分及评价。它与通常意义上的专业机构提供的项目

信用评价、证券信用评价、企业信用评价等存在一定

差异。这些专门机构提供的信用评价往往是在一套

完整的评价指标基础上所做的客观、专业表达，而网

络信用评价却是与消费者的评价权相关，是消费者

言论自由的权利外在表达形式。当然这种权利表达

是立足于实际购买了商品或服务，并实际感知其效

用后的情感表达，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的情感倾向

性。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感性的倾向，才使得网络

信用评价行为的界定变得更加困难。

２．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
负外部性是与正外部性相对应的概念，其含义

在不同的领域内，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在经济

学范畴里，负外部性是成本上的一种外部不经济，即

“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

范围内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换言之，某些效益

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

人”［１］；而在法学范畴内，这种负外部性可能表现为

权利和义务关系上的不对等。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

部性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恶意差评”与“虚假好

评”，它是伴随着平台经济发展的过程而出现的。

在理想的状态下，网络信用评价是消费者与平台经

营者以及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相互沟通的一个渠道。

然而现实生活中，基于商业竞争的刺激，网络信用评

价被异化成追逐经济利益的工具，例如，平台内经营

者通过虚假好评获得竞争优势，并通过恶意差评来

打压同行竞争者以固化这种优势；而不法消费者会

利用手中的“差评权”敲诈、勒索平台相关经营者以

牟利。这些行为都会使得消费者、平台经营者、平台

内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失衡。而经济法研究的核

心命题就是尊重市场发挥决定性资源配置的前提下，

国家通过行政立法、经济政策的手段适当地干预市场

失灵的状况，使得不同主体的负外部性得到矫正和控

制，达到权利义务均衡的状态［２］。因此，必须要建立

健全经济法律法规、应用技术手段识别出虚假评论，

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二）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影响

１．扰乱现有法律秩序
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对现行法律秩序的稳

定提出了挑战。在统计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恶意差

评、虚假评论类案件的结果中，可以发现近几年随着

“互联网＋传统行业”方式的迅速发展，网络评价功
能影响力在商业竞争中占有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由

此导致的网络信用评价纠纷类案件的数量也呈现了

增长趋势。纵观这类案件的裁判案由，除了包括刑

事、行政和民事类案由外，这些案件的裁判依据也不

一，有的依据原《侵权责任法》第３６条第１款、第２
款规定裁判，有的依据《电子商务法》第３８条规定
裁判，有的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１４条规定裁
判，但更多是按照商誉侵权来裁判。这些现象表明，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裁判规则，

而是利用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中的单一条款来处

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造成法律制度不确定风险，在

实质上破坏了各个法律调整对象的稳定性、主体资

格的确定性，会造成不同法律之间的重叠规制或者

无效规制的情形出现，不利于司法裁判的公平价值

体现，最终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２．弱化法律的调整功能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机会的随机性、风险的不确

定性影响，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次分配往往是不公

平的，这才需要国家法律规制力量的介入，通过税法、

反垄断法以及其他经济法律法规来实现更加公平的

再分配。但是，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却会弱化法

律的调整功能，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弱化了法律对初次分配的调整功能。在市

场经济的各个领域里，都包括了初次分配。平台经济

之间、平台内经营主体之间，都是市场经济初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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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范围。但是由于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影

响，越来越多的平台和内部经营者很可能会受到同行

业之间的虚假评论攻击。这种虚假评论的商业诋毁

虽然并不会直接造成经济损失，但在无形中减损了对

方竞争力，若不加以规制，一种可能是形成平台内的

垄断，促成超级平台内经营者的诞生；一种可能是使

得历史悠久的知名品牌在竞争中淘汰出局。

其次，弱化了法律对权利主体的规制。网络信用

评价是一个新兴的功能，它虽不能够直接决定一个企

业实质的经济实力，却能够影响企业的未来发展能

力。由于当前我国对于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重

视不够，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制范围内首先偏向的是保

护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因为网络空间的特有的动态经

济交易模式，经营者和消费者身份会随着场景变化而

变化，这使得法律对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规制主

体无法明确，导致相关法律的适用效果受到限制。

３．增加社会治理的立法成本
社会治理是特定的治理主体对社会现象进行的

管理，是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展开的，包括政府提供的

公共产品和社会的自我服务，其中社会的自主性具

有优先价值，而社会的自发性又需要国家手段的干

预。当前我国对社会经济领域内的治理方式，主要

依靠法律手段来规制，包括税法、反垄断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等，然而这种治理方式天然地具有滞后性。

这种滞后性与迅速发展的平台经济之间形成了矛盾

冲突，使得法律规制不能及时地满足现实生活中的

需要。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增加社会治理的立法

成本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增加了信息成本。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的

空间里，几乎随时随地可以通过网络制造出数据与

信息，而进行社会治理的前提是能够及时地对这些

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及时地识别虚假评价，才能制

定统一的标准予以规制。但是，由于网络信用评价属

于数据信息的范畴，而我国对于数据产权的归属还未

明确予以界定，导致市场上普遍形成了“谁收集，谁利

用”的模式［３］，这就使得立法机构在信息收集的过程

中会产生一定的阻力。另外，由于当前我国关于信

息、数据利用的法律边界不明确，从而会增加社会治

理主体侵犯隐私权、数据权及商业秘密的风险。

其次，增加了技术成本。在大数据时代，毋庸置

疑的是人力的速度完全跟不上技术的速度。在进行

数据收集、整理的过程中，为了减少信息错误、信息

不对称、信息不足带来的“信息失灵”风险，社会治

理主体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专门的数据技术手段来

处理，然而这些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又需要消耗巨大

的开发成本和维护成本，进而增加社会治理的成本。

（三）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成因的经济法检视

网络信用评价实质上是消费者言论自由在互联

网经济中的延伸，而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是消费

者评价权的滥用，这种权利的滥用不仅包括消费者

自己滥用，还包括第三人操控消费者滥用权利，如

“好评返现”“刷单返现”“恶意差评”等。权利的滥

用只是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溢出的一方面，真正

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是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健全。所

以，有必要从经济法视域分析产生网络信用评价负

外部性的具体成因。

第一，经济立法的滞后性。网络信用评价是伴

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过程而出现的，但是由于互

联网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与传

统的经济法规制之间存在着立法与实践的接洽问

题，所以国内大多数的研究是关注互联网经济领域

内的关键问题，而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相对而

言显得没有那么紧迫，这就会导致立法者在制定相

关法律的时候容易忽视这一问题，最多给予原则性

的规定，而没有更细化、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例

如，《电子商务法》第３９条第２款规定“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

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这是一项禁止性规定，其立

法意图是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评价权。但

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折叠”“屏蔽”是否属于“删

除”的方式，仍是存在疑惑的。另外，这里规定的“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指平台经营者，还是指平台内

经营者，存在指向不明的情形。除此之外，当前的一

些立法直接参照了一些大型的电子商务经营平台的

管理规则而制定，然而电子商务经营平台毕竟只是一

个企业，其规则制定的出发点大多是基于法人单位的

营利行为，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二，网络信用评价制度存在缺陷。《电子商

务法》第３９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健全网
络信用评价制度、公示信用评价规则的职责。但是

在当前的众多购物平台中，对于什么是“恶意评

价”，什么是“虚假评价”有着不同的定义。如《京东

开放平台管理规则》认为，恶意差评是指消费者使

用侮辱性、诽谤性语言或者明显违背事实的内容进

行的评价或者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评价。而《淘宝

网用户行为管理规则》认为，恶意评价是指评价人

以本人或他人之名，以损害被评价人利益或谋求个

人不正当利益为目的，通过夸大或捏造事实，对被评

价人做出有违公序良俗或淘宝认为不当的评价；或

以差评、中评对被评价人进行侮辱、诽谤、胁迫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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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为定义界定没有标准，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出

现不同的适用规则，进而出现标准不统一的司法裁

判。另外，现行的平台管理规则一般会将网络信用

评分与流量推荐相挂钩，而流量推荐又与销量直接

相关，这就会导致一些商家通过不正当手段极力地

减少差评、增加好评来获得综合评分优势。在这一

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网络信用评价规则导致了网络

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溢出。

三、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经济法规制的具体

路径

法律是基本的底线，在维护社会正常发展的过

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网络信用评价目前发

展的现状来说，应该坚持激励与控制并存的理念，既

要保护好消费者正当的评价权、选择权，又要通过法

律手段规制消费者评价权的滥用。具体来说，可以通

过事前立法规制，事中平台监管，事后司法裁判的程

序来抑制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对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完善网络信用评价制度相关立法

１．明确虚假信用评价的类型
虚假信用评价治理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

定义界定的不清晰。因此，在完善网络信用评价立

法体系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界定清楚虚假信用评价

的定义及其类型，比如，按照广告评价、无关评价、重

复评价、真实评价、虚假评价等划分类型。通过类型

化处理，并制定相配套的规制策略，才能够减少虚假

信用评价行为的危害影响力，尽可能地保护利益相

关者的权益。

２．扩大责任承担主体范围
无论是《电子商务法》，还是《国务院反垄断委

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其规制的

对象都是平台、平台经营者以及平台内经营者的行

为，对其他互联网交易的参与者，诸如第三方刷单组

织、职业差评师等，基本上没有规制条款［４］。因此，

在制定适用法律的时候，有必要对相关条款做扩大

解释，将这些参与了网络信用评价活动的主体都纳

入规制的范围之内。

３．赋予相关利益主体有限删除权
虽然相关经济类法律法规明确了“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所售商品或提供

服务的评价”的规定，但是当前一些电子商务平台并

没有完全按照这一规定进行管理规则设计。它们大

多数采取的是折叠、屏蔽评价的方式来规避这一法律

条款。虽然通过折叠、屏蔽可以减少一些不真实差评

的影响，却无法规避一些“高评分、差评价”的评论，这

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影响商家的销量和商誉。因此，

在能够明确举证的情形下，应该赋予利益主体有限制

的删除权，让一些属于不正当竞争的商业诋毁评价内

容能够被删除，恢复商户的信用积分，消除影响。

（二）强化平台经营者的信用评价治理责任

１．完善商户入驻资质审核制度
作为网络信用评价相关主体之一的平台经营者

有义务进一步完善商户入驻平台经营的资质审核。

当前大部分平台经营者在商户入驻的时候，设置了

资质审核要求，但是这些资质审核大多是通过在线

渠道办理的，平台方对相关的许可文件、营业执照等

证明类资质文件并不做实质审查，这实际上会导致

很多不具有商业信用资质的经营者入驻平台，非常不

利于网络信用制度的建立健全。因此，有必要参照实

体企业注册的模式，让平台经营者扮演好“守门人”的

角色，提高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审核要求，建立黑名

单制度，防止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从事不法行为。

２．改进网络信用评分机制
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溢出与网络信用评分

机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当

前的网络信用评分机制。首先，可以降低消费者评

价的权重，增加评分要素的种类，比如增加活跃粉丝

数量、退货率、产品更新率以及 ＯＤＲ等指标综合考
量平台内经营者的信用评分，让平台内经营者把关

注的焦点放在产品与服务质量上，而不是放在流量

推荐的争夺上。其次，可以将消费者评价进行类型

化，赋予不同类型评价以不同的权重系数，减少恶意

评价、虚假评价对综合信用评分的影响。这样有利

于减少同行之间的恶意攻击与打压。

３．优化平台内部的算法推荐机制
在互联网平台空间里，平台经营者不仅是提供

交易场所的服务者，也是平台内部虚拟市场的监管

者。如果把互联网平台看作是产品，平台经营者便

具有相应的产品责任，对由其产品造成的不公平现

象负责。另外，从消费者合同视角出发，平台经营者

同时是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同相对方，因此，

受到合同拘束力的影响，平台经营者有义务按照各

自的协议约定，促成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交

易。为此，平台经营者需要具备更高的注意义务，即

及时地更新不合理的算法推荐机制，保证公平推荐，

防止平台内经营者为了流量推荐去制造虚假评价，利

用网络信用制度的规则漏洞牟利的行为发生。

（三）改进网络信用评价纠纷化解路径

１．扩大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及权限
网络信用评价纠纷发生在网络空间里，因此可以

通过互联网法院受理相关维权纠纷，但是基于网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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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评价牵涉利益主体的广泛性，不应该仅限于消费者

维权，而要将平台内经营者的维权纠纷也纳入互联网

法院的管辖范围与权限之内。互联网法院管辖能够

有效解决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证据收集困难的问

题，在程序上也更加便捷，省时省力，有助于增强消费

者的权利意识，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

２．完善ＯＤＲ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机制
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规制可以借助在线纠

纷多元化解平台来进行事后救济。所谓 ＯＤＲ在线
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机制是指网络上由非法庭但公正

的第三人，解决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因网络电子商务

契约发生争执的所有方式。它一般包括：在线协商、

在线仲裁、在线调解等纠纷化解模式，可以根据双方

当事人的选择来适用某种模式。它能够在充分尊重

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有效促成纠纷的解决，对网络

信用评价纠纷案件有适用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

是，我们当前的ＯＤＲ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机制还
不够完善，它需要依托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法

律制度的完善，否则会出现调解结果的可信任度低，

执行效率不高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ＯＤＲ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机制与司法的衔接，畅
通国家、社会、企业相互作用的多元主体调解路径，

达到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的平衡，构建和谐、友善

的互联网交易空间。

四、结语

网络信用评价制度在大数据时代有其特殊的经

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这种价值功能在未来互联网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仍旧具有极大的作用。网络信用评

价是诚实信用的具体表现，总体上对社会发展是有

益的，不能因为其负外部性的影响就取消这一制度。

就目前来说，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虽然冲击当

前的经济法律秩序，弱化了法律调整功能，增加了社

会治理的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网络信用评价负外

部性还是在可控的范畴内的。我们需要根据时代的

发展，及时推出规制的法律路径，从多个角度出发，

多元协作，不断提高消费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

者的素质和权利意识，防止网络信用评价异化。当

然，法律规制方式仅仅是众多规制手段的一种，不可

能面面俱到地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结

合道德规制、伦理规制等其他手段一起齐同协力。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激励与控制的平衡，在谦抑与精

准的经济法规制理念之下，完善网络信用评价制度，

实现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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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村留守女童的积极发展、学校适应与
成长困境调查分析

程绍珍１，２，张小丽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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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２５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农村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异质性与干预研究”（２０ＹＪＡ８４０００２）；２０２０年

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素质培养的整合研究”（２０２０－ＺＺＪＪ－２６９）
作者简介：程绍珍（１９５０—），女，山东济南人，硕士，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

摘　要：为探讨河南省农村留守女童积极发展、学校适应与成长困境，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中国积极青少年发展品格量表、中国积极青少年发展能力量表，对河南省４个乡镇７所学校３—７年
级６３０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以３８１名留守儿童（男生２０９人，女生１７２人）为分析对象。调查结果
显示：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友爱善良、有志进取、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
品格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２．留守女童品格（有志进取、诚信自律、乐观坚毅）得分高于留守男童；学
校适应能力（社会情绪与生活适应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女生的整体积极发展水平相比男生要

好；３．假期女童比男童承担的家务和农田劳动高出１０．８个百分点。关注培养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
展和学校适应能力，在教育和培养过程中，要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界限，倡导家庭性别平等并惠及女

童，关注留守男童的积极发展，不断提升他们的积极发展能力。

关键词：农村留守女童；青少年积极发展；学校适应；成长困境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８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４３－０５

　　史无前例的城乡人口流动催生出规模庞大的
“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报告统

计显示，２０１７年１６岁以下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
儿童数量达５０００多万。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虽然共
同面临父母缺席和支持性资源的缺失等不利的留守

环境，但其积极发展和社会适应状况存在多元性、差

异性的特点，以及留守阶段与未来发展状况相关性，

以上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１］。

农村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单方流动到其他地

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由代理监护人管理或自我

照顾的１８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２］，目前学界对留守

儿童发展研究正在从重视“留守问题”调查向促进

积极发展、良好社会适应转型。积极青少年发展观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ｙｏｕ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ＹＤ）是利特（ｌｉｔｌｅ）于

１９９３年首次提出。２００２年之后又经埃克勒（Ｅｃｃｅ
ｌｅｓ，２００２）、罗斯（Ｒｏｔｈ，２００３）与勒纳（Ｌｅｍｅｒ，２００４）
对其完善。积极青少年发展观强调青少年自身蕴含

的发展潜力和良好环境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主张“培育”而非“管理”，是个体和组织促进青少年

能力提高的原理、方法和推动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实

践活动。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开始关注积极青少年发

展的品质研究［３－５］，提出了“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

概念。目前我国学者在吸取国内外积极心理学营养

的基础上，尝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元素，紧扣积

极青少年发展时代精神，提出中国文化背景下积极

青少年发展的结构、内涵［６］、理论、干预实践［７－８］。

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青少年发展促进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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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少年，良好的学校适应对身心健康、积极

发展至关重要，学校是青少年除家庭之外的主要活

动场所，学校适应是其成长的一项重要发展任

务［９］。部分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学校适应和心理

适应上均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倾向于发现留守

儿童的“问题”，得到了有关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诸

多“消极”结果［１０］。但另一部分研究发现留守儿童

即使在诸多风险因素环境下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表现出生活自理、助人行为［１１］、自强不息、茁壮成长

的积极态势［１２］。

此外，课题组从性别的维度尤其是女童的视角

考察农村留守女童生存环境、发展状况和学校适应，

发现相对于男童，农村女童更容易被父母留在家中，

她们比留守男童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照料责任和

农活负担；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在学校适应和心理

适应上均存差异性，一项探讨青少年在学校适应方

面表现的差异性和青少年积极发展不同类型的研究

发现，女生的积极品格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女生的整

体发展水平相比男生更高；一项初中生学校适应相

关研究发现，男生的外显问题、学习问题和内隐问题

水平高于女生，而适应能力水平明显低于女生［１３］。

这些研究提示，留守儿童群体内存在积极发展及其

适应状况的异质性，哪些因素引起差异性及不同的

学校适应，这也是本研究试图考察的问题。为此，课

题组于２０１９年４月到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对洛阳、周口、潢
川留守儿童进行调查，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特

点及其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

法，在河南省洛阳、周口、潢川４个乡镇随机抽取７
所学校１５个班级６６３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删除
废卷３３份，最终有效问卷份６３０名儿童，其中留守
儿童３８１名（男生２０９人，女生１７２人）；平均年龄
（Ｍ）：１２．６３岁，留守儿童均差（ＳＤ）：１．８３岁。

二、研究工具

（一）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留守

与非留守、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监护人

情况、假期承担家务劳动状况等。

（二）中国积极青少年发展量表（Ｃ－ＰＹＤ）
采用郭海英、蔺秀云、林丹华等编制共１１８题，

包括品格、能力、联结和自我价值４个分量表。本文
采用积极青少年发展———品格分量表，包括“爱、

志、信、毅”四个量表，总计４２个项目。“爱”分量表

共２０个项目（如“如果同学有困难，我会主动帮助
他”），“志”分量表共９个项目（如“我在学习上很刻
苦”），“信”分量表共７个项目（如“我是个言行一致
的人”），“毅”分量表共６个项目（如“目标已确定，
即使遇到障碍我也不轻言放弃”）。在总样本中，品

格量表总体及四个分量表的信度指标范围为

０．８３～０．９６，以往的研究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量表的结构与内涵融入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

元素。

（三）学校适应状况采用中国积极青少年发展

量表（Ｃ－ＰＹＤ）———能力量表
包括“学业能力、社会情绪能力和生活能力”三

个量表，共２６个项目。学业能力分量表共１２个项
目（如“我总是喜欢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学习上

的问题”），社会情绪能力分量表共９个项目（如“我
知道如何交到更多的朋友”），生活能力分量表共５
个项目（如“对我而言，做好个人卫生，如洗漱、洗衣

服等，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总样本中，能力量表

总体及三个分量表的信度指标范围为０．７２～０．９５，
以往的研究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四）数据统计分析

全部资料收集后，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数据库集中录
入，使用一般描述性统计、ｔ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
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三、调查结果

（一）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优秀品格发展

状况

首先，以积极青少年发展传统优秀品格各维度

得分为因变量，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为自变量，分

别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和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
示，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友爱善良、有志进

取、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格

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结果见表１。
表１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优秀品格发展的差异性分析

爱（Ｍ±ＳＤ） 志（Ｍ±ＳＤ） 信（Ｍ±ＳＤ）毅（Ｍ±ＳＤ）
非留守儿童８２．６２±１３．５６３２．７５±６．６６２６．４５±６．１２２３．５０±５．５４
留守儿童 ８１．８３±１３．５４３２．６７±６．３７２６．１４±６．１９２３．４０±５．７１
Ｔ值 ０．７１ ０．１４ ０．６１ ０．２１
Ｐ值 ０．３５ ０．７６ ０．５１ ０．８０

　　（二）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在积极发展水平、学
校适应能力状况

以积极青少年发展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社会

性别为自变量，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和方差分
析。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积极发展水平总分和５
个维度得分上均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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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女童的品格和适应能力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

有志进取、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社会情绪与生活适

应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女生的整体积极发展水

平相比男生要好。结果见表２。
表２　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积极发展水平、学校适应能力的差异性分析

志（Ｍ±ＳＤ） 信（Ｍ±ＳＤ） 毅（Ｍ±ＳＤ） 社会情绪能力（Ｍ±ＳＤ） 生活能力（Ｍ±ＳＤ） 发展水平（Ｍ±ＳＤ）
留守男童 ３１．９０＋６．５７ ２５．４２＋６．３６ ２２．７１＋５．８４ ３１．９８＋８．０９ １８．６１＋４．５６ ３５９．４８＋６０．５５
留守女童 ３３．４９＋６．０１ ２６．９４＋５．９４ ２４．２４＋５．４６ ３４．１６＋７．８９ ２０．２９＋４．５６ ３７３．６６＋５５．８８
Ｔ －２．４６ －２．４０ －２．６２ －２．６４ －３．５８ －２．３４

Ｐ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三）留守男、女童承担家务劳动状况
假期女童比男童承担了较多的家务和田地劳

动。研究对３８１名留守儿童（男女留守儿童分别为
２０９人、１７２人）假期承担农活家务劳动情况显示，
男生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做自己事情分别为１１０
人、９９人；女生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做自己事情分
别为１０９人、６３人，留守男童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人
数占留守男童人数的 ５２．６％，做自己事情人数占
４７３％；留守女童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人数占留守女
童人数６３．４％，做自己事情占３６．６％；留守女童帮父
母干农活做家务比留守男童高出１０．８个百分点。

四、相关讨论和启示

（一）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

基本现状

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同样具有友爱善

良、勤奋刻苦、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等中华民族传统

的优秀品质，这一结果与国内叶枝、赵国祥等学者来

自北京、辽宁、河南研究发现青少年积极发展水平整

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趋势结果相一致。显示

大部分留守儿童虽然面临父母缺席、城乡分离等不

利的留守环境，但是依然有积极、良好的社会适应能

力。显示不利的诸多风险生态环境，同样可以进一

步激发潜能和自身积极的品质，他们具有积极成长

和发展的愿望和固有能力，可以成为自我发展的主

导者。依据此类研究结果可以认为，过分夸大留守

儿童存在的问题，给他们贴上“问题儿童”的标签是

不恰当的。要建立“减少问题”与“促进积极发展”

双管齐下的留守儿童关爱新思路。

（二）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积极发展品格水平、

学校适应状况

叶枝、赵国祥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积极发展水

平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和年纪差异。具体表现为女生

的品格得分显著高于男生。本次调查验证了以往学

者的研究结论，留守儿童积极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

的性别差异。表现为：留守女童的品格、学校适应

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女生的整体积极发展水平

比男生好。可能的原因一是社会宏观环境的改变，

形成促进留守女童积极发展的外界环境。近年来，

中国在深入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破除传统

观念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２０１１年，国务院颁布
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在妇女
与教育领域逐步落实“教育性别平等原则”。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小学教育和接受中等教育女孩的在

校率提高，乡村女童生存和发展环境有所改善，提高

了农村女童教育、发展的机会和能力［１４］。其次，农

村家庭对女孩子教育投资趋于增长的态势，相关调

查发现，“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趋于瓦解；家庭中

的女儿成年后在照顾父母、亲情支持中扮演更为积

极的角色，客观上影响了父母，舍得为女儿的教育投

资，使其在积极健康发展中发挥作用并从中平等获

益。

此外，已有研究显示个体可能也在自身的发展

中扮演了重要的行动者角色［１５］。获得积极发展的

留守女童能更珍惜和有效地调控身边多重社会资源

和情境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克服环境制约，促进自

身积极发展，为进一步获得适应性成长奠定基础，从

而建构自身的生命历程，也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议题。

本研究显示，留守女童学校适应能力得分高于

留守男童。与以往研究认为男生比女生表现出更多

行为问题的结果一致［１６］，可能与性别的生物学因素

相关，男孩子更容易调皮、冲动、多动，特别是中小学

阶段的男生成熟相对较晚，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和控

制能力较低，缺失坚毅专注、勤奋进取精神，父母外

出打工使他们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适应问题，一些

调查已指出，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男孩的学习成绩

造成的不利影响更大［１７］。此外，可能的原因是来自

传统男女角色的刻板印象，遵从“男儿有泪不轻弹”

等传统的男孩则倾向于对压力闭口不言，可能导致

其缺乏同他人甚至家人的交流分享，不容易建立社

会支持网络。

（三）留守女童承担家务劳动状况及成长困境

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工输出多样本调查发现，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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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外出打工以后，留守女孩、特别是贫困地区女童，

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农业和看护弟妹劳动，更少时间

参加体育或其他娱乐活动，对留守男孩却几乎没有

影响［１８］。放学以后，男孩更倾向于出去玩，一些留

守男孩在校外游荡、迷恋网络游戏，甚至涉足“帮

派”［１９］。还有研究发现，外出打工的父母担心留守

男孩的种种“不利处境”，倾向于将儿子带到打工城

市，以便更好地管教和照顾［２０］。在对留守儿童团体

活动分享交流中，更多的女孩坦言，爸爸妈妈外出打

工，地里农活、弟妹的看护和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在爷

爷奶奶的支配下由女孩承担，祖辈监护对留守男孩

形成“管护”空档，对留守女童也难以提供社会支

持，留守女童依然面临突出的成长困境。上述情况

本身也透视出家务劳动依旧被视为女性的责任，而

非两性共同承担。在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模式和父权

制色彩浓厚的中国农村，尽管传统性别规制一度面

临“解传统化”的挑战，但留守妇女，包括留守女童

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格局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彻底

改变，仍会在人口流动、家庭拆分模式中得到延续。

有研究对义务教育阶段后留守儿童的职业发

展、生活状况的追踪研究，觉察到在儿童留守阶段中

留守儿童性别劳动分化，即留守女孩必须承担一系

列再生产劳动，留守男孩则很少参与劳动经历，会提

前形塑了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表现新生

代农民工在劳动习惯、劳动纪律等方面巨大的性别

分化，现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具备其父辈

在艰辛年代里铸就的勤劳敬业、坚韧隐忍的劳动品

质，以频繁地更换工作和逆反行为表达对单调劳动、

严苛管理、劳资矛盾、利益纠纷的强烈愤懑和利益诉

求［２１］。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有留守经历。相关研

究成果和本文的实证发现也许可以为探讨留守经历

对儿童成长发展的影响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如埃尔

德的生命历程理论所述，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其

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事件塑造着。再

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 （Ｅｒｉｋ．Ｈ．Ｅｒｉｋｓｏｎ）认为，
个体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如果不能成功地解决周围

环境所提出的特定社会要求，将会给其未来的社会

化过程留下隐患。从生命动态历程观察会发现，相

当一部分留守儿童的留守阶段，可能影响他们未来

社会化适应的能力，主体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

或背离。如果他们对曾经的经历不能建立起合理的

认知，可能导致其成年后面临融入社会的困难。因

此探讨不同经历、不同因素对儿童成长发展的影响

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议题。

四、结论

留守男童、留守女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友爱善良、

勤奋刻苦、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

秀品格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留守女童的品格、学校

适应、整体积极发展水平相比男生要好；假期女童比

男童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农田劳动。在教育和培养

过程中，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要突破传统性

别角色界限，倡导家庭性别平等并惠及女童。关注

留守男童的积极发展，不断提升他们的积极发展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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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李桂燕．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现状：以
山东省农村为例［Ｊ］．中华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２）：
１１３－１１８．

［１９］李涛．乡村留守儿童：成立“帮派”抱团取暖［Ｎ］．中国

青年报，２０１５－０８－１１（ｈｔｔｐ：／／ｅｄｕ．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
２０１５０８１１／４１４１５８０５＿０．ｓｈｔｍｌ）．

［２０］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
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Ｊ］．人口
学刊，２０１３（３）：３７－４９．

［２１］蔡禾．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
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Ｊ］．开放时代，２０１０（９）：３７－４５．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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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对女性解放的推动

曹晓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１５
作者简介：曹晓辉（１９９４—），女，山东临朐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２０１９级中共党史博士研究

生，研究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摘　要：《新青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它不仅猛烈批判封建礼教对个体
尤其是女性的束缚，倡导“新女性”的独立人格，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阵地。女性在

《新青年》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下，因反抗婚姻制度等原因而离家出走乃至自杀等个体反抗形式，逐

渐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行为模式，对女性产生了强烈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但是《新青年》以

男性启蒙者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启蒙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性自我觉醒的困难。

关键词：《新青年》；女性解放；新女性；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９
中图分类号：Ｄ４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４８－０６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阵，《新青年》对女子
问题予以持久的关注，它在猛烈抨击婚姻家庭观、贞

操观、节烈观对女性摧残的同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号召女性冲破封建罗网，恢复独立人格，

追求成为“娜拉”式的“新女性”。在《新青年》个性

解放思想的倡导下，女性这一群体以新的姿态登上

历史的舞台，自发投入到组织理想社会的实践中。

一、现象描述：《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持久关注

《新青年》自创刊之日起就将妇女问题列为重

要议题。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将“女子

参政运动”定义为“求男权之解放”［１］，女子解放是

为女子摆脱奴隶地位，成为自主、自由之人。由其译

介的《妇人观》，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此后，《新青

年》每卷都刊发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章，标志着“女

子问题”再度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其对妇女问题

的讨论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之一。

特设“女子问题”专栏，讨论妇女解放问题。从

第２卷第６号至第３卷第５号，《新青年》特设“女
子问题”专栏，以“集中刊发女性作者撰写的妇女解

放论文”［２］，这些文章既包括宏观上的妇女解放议

题，又包括婚姻、家庭、教育等具体问题，文章对男尊

女卑、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大加鞭挞，显示出《新青

年》明确的女子启蒙意识。

推出“易卜生专号”，介绍国外“新女性”。１９１８
年６月，《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译介了挪威
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及其代表作《娜拉》，并配发了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旨在突出易卜生革命思想家

和现实主义戏剧家的身份，宣传由其倡导的妇女解

放思想。易卜生的《娜拉》成为女性走出家门的代

表，“娜拉”的“我是一个人”的语言冲击了中国女性

的传统思想观念。

采用“通信”“讨论”“读者论坛”等编辑策略，

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３］，征询妇女问题意

见，发起广泛讨论，其中对贞操问题的讨论尤其值得

关注。《新青年》在“通信”栏曾专门讨论贞操对女

子的迫害，“贞洁之操行，若专为女子设也”，对女子

“为害尤烈”［４］。由周作人翻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

的《贞操论》、鲁迅的《我之节烈观》、胡适的《贞操问

题》、华林的《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等文章，引发了

社会对贞操问题的持久关注。“讨论”栏目曾刊出

了胡适、周作人与蓝志先关于贞操问题的辩论。这

场对封建贞操观的讨论，提升了妇女问题在社会上

的关注度，并成为声讨传统礼教的突破口。

此外，《新青年》辅以小说、戏剧、游记、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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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式关注女子问题。在《新青年》对女子问题的

关注下，社会各界关于女子问题的讨论渐趋活跃。

二、破字当头：《新青年》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新青年》猛烈批判中国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

迫和摧残，从而掀起了妇女解放的新浪潮。《新青

年》批判封建礼教，呼吁女子个性解放，主要从批判

婚姻家庭观和贞节观展开。

（一）批判婚姻家庭观

《新青年》对婚姻家庭观的批判始于颂扬爱情。

《新青年》第３卷第５号刊登了震瀛翻译的《结婚与
恋爱》一文。作者认为爱情是“极自由之模范，希望

娱乐之所由创作，人类命运之所由铸造”［５］。文章

中用“自由”“娱乐”等辞藻来形容爱情，突出了爱情

在人生中的重要地位。此后，胡适翻译了《关不住

了》，创作了《应该》等文章，这些关于爱情的篇章在

《新青年》上出现，使“爱情的话题登上了新文化运动

的大雅之堂，并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种时髦话语”［６］。

在讨论爱情的基础上，《新青年》对婚姻制度开

始了激烈批判。一是批判早婚制度。《新青年》第２
卷第３号刊出了由莫夫卿写给陈独秀的《通信》，莫
夫卿认为青年不成功的原因之一为“早婚之害”，认

为“不能自立之人强之结婚，则种种之害相因而

生”［７］。此后，《新青年》在第３卷、第４卷相继刊载
抨击早婚制度的文章，批判早婚是“急以自杀其身，

并杀其国家，灭其种族”［８］。青年学生才智的丧失，

“未有若结婚之酷者也”［９］。二是批判包办婚姻。

《新青年》第６卷第１号上登载了由鲁迅摘抄的一
首少年控诉包办婚姻的诗，诗中内容极力反对包办

婚姻，控诉早婚。鲁迅将少年的呐喊称赞为“血的

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发出“完全解放了我

们的孩子”［１０］的呐喊。

《新青年》还对传统家庭伦理观展开批判。陈

独秀指出，“三纲五常”是“一切道德、政治之大

原”［１１］，他极力推崇“现代立宪国家……子不必同

于父，妻不必同于夫”［１２］的家庭伦理。这种新型的

家庭伦理关系，能够使得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加

和谐。鲁迅也控诉“家”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

方”［１３］，其《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呼吁父亲

“义务思想需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

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１４］。《新青年》对父权

与夫权的批判，对颠覆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中的父子、

夫妻中的等级尊卑关系，重建平等、新型的家庭伦理

观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批判贞节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与文化界对

贞节观展开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深刻、最尖锐的批

判，《新青年》在这场批判运动中的作用尤为突出。

中国历史上的贞节观念是“烈女不更二夫”“饿

死事小，失节事大”“贞烈可风”［１５］，这些话牢牢禁

锢着女子。“女子操行端正，未嫁而能自守，已嫁从

一而终，谓之贞；夫死守寡而不再嫁，谓之节；无论已

嫁未嫁，夫死以身相殉，或遇强暴凌辱而以死相抗，

谓之烈。”［１６］《新青年》对贞节观的批判源自周作人

翻译的日本诗人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一文。周

作人认为道德应该随着人类生活的进步而不断改

善，一旦道德对人类生活产生阻碍，则应该废除。贞

操对男子没有约束力，却要求女子必须遵守，这种特

性与道德服务社会的目的相违背，因而贞操不具备

道德的功能，把贞操当作道德不合理，贞操道德说更

不合理。此外，贞操的界定标准直接关系到贞操道

德观的合理性。“假定作贞操只是结婚的男女间应

守的道德，这样说，那结婚以前的失行，不是应该一

切宽假了么？”［１７］

此文刊出后，胡适撰文《贞操问题》，他认为贞

操问题体现了男女之间道德评判上的不公平。他明

确提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

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１８］《贞操问题》

刊出后，《新青年》在第６卷第４号“讨论”栏目中，
刊发了胡适、周作人和蓝志先关于“贞操是不是道

德”的讨论。［１９］

此外，鲁迅撰文批判节烈观，他认为节烈观导致

女子“难”“苦”“死”的境地。他在《我之节烈观》中

对传统道德家的节烈观提出了五个问题，一是不节

烈的女子是怎样害了国家的？二是救世的责任，为

何会是女子的责任？三是表彰女子节烈，有何效果？

四是节烈是否道德？五是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

节烈的资格？鲁迅认为，贞操作为道德，须得夫妻之

间共同遵守，节烈单对于女子而言，绝不能当作道德。

男子自己不守节烈，也绝不能向女子特别要求。鲁迅

在分析“节烈”形成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基础上，

接着又提出新的疑问，“节烈难吗”？“苦吗”？他认

为，烈妇自古必死，节妇活着，不仅遭受精神的痛苦，

且遭受生活的痛苦，节烈对女子来说，很难、很苦。［２０］

《新青年》从女性的自由与幸福出发，以贞操观是

否是道德为主线，以批判贞节观为重点，它不仅明确表

明了中国妇女生活的荒谬，而且成为近代中国女性主

义思潮的起点，揭开了中国女性解放史上的重要一篇。

三、立字其中：“新女性”独立人格的彰显

提倡个性解放，树立国民独立人格是《新青年》

秉持的宗旨。《新青年》以“易卜生主义为核心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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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个性主义”［２１］为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批判封

建礼教，倡导女性树立新的人格。

（一）《新青年》对“新女性”的塑造

《新青年》对“新女性”的塑造始于揭露封建礼

教束缚下女子的悲惨遭遇，主张破除旧礼教对女性

的束缚。封建礼教下，“男子视女子如物质，不认其

人格；视女子为附属品，不认其完全资格”［２２］，女子

居家以“三步不出闺门为女德”［２３］，女子被“道德、

经济所压制，而不能保障天赋之人权”［２４］，毫无人格

自由可言。在揭露女子悲惨遭遇的基础上，吴虞、刘

延陵、郑佩昂等人开始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在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中，吴虞极力

批判传统家族制度，他指出，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

胶固而不可分析”，家族制度之流毒“不减于洪水猛

兽”［２５］。郑佩昂的《说青年早婚之害》［８］、刘延陵的

《婚制之过去、现在、未来》［２６］等文则彻底否定了封

建婚制的合理性。

在揭露旧礼教束缚下女子的悲惨境遇，主张破

除旧礼教对女子束缚的同时，《新青年》不失时机地

主张男女教育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主，以恢复女

子独立人格。梁华兰的《女子教育》一文指出，“女

子教育应与男子教育平等也”，女子教育平等，并非

是教育种类的平等，而是“教育人格之平等”［２７］。

陈华珍同样持此观点，在《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

问题》一文中，她认为女子应尽早入学校读书，“力

求道德学问”［２８］，以开阔其思想。高素素主张男女

社交公开，她认为，“男女之交际既无，恋爱两字可

自字典铲除”［２２］。对此，陈华珍主张应革除早婚之

陋习，崇尚自由婚姻［２８］，以达“尊重各个之人格，发

展各个之自由”［２４］的目的。

《新青年》在“易卜生专号”上登载了胡适的《易

卜生主义》一文，呼吁“新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人

格。胡适指出易卜生戏剧的最大特点是表现社会与

个人之间的互相损害，社会最大的罪恶就在于“摧

折个性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要打破家庭和

社会对个人的束缚必须发展人的个性，这需要“个

人有自由意志”并且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胡

适借易卜生的话指出：“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

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

行所为都负责任。”［２９］

（二）批判的武器：娜拉

为使“新女性”人格的重塑更加具体化、形象

化，胡适与罗家伦合译了易卜生在１８７９年创作的剧
本《娜拉》（又译作《玩偶之家》），并在“易卜生专

号”上全剧刊出。在戏剧中，海茂尔对她人格的侮

辱，使娜拉幡然醒悟，明白了自己在家中的处境：

“家庭实在不过是一座戏台，我是你的‘玩意儿的妻

子’，正如我在家时，是我爸爸的‘玩意儿的孩

子’。”［３０］娜拉的台词表明了其出走的真实原因：父

权制家庭中，子女对于父亲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而

女子与男子缔结夫妻关系后，仍旧处于两性家庭中

的不平等地位，由其标榜的女性身份因父权制及社

会习俗所不容，娜拉要个性的自由意志，只有离家出

走。她向海茂尔宣布：“我相信第一要紧的我是一

个人，一个同你一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得努力做

一个人”［３０］，成为其出走的宣言书。

娜拉为争取个性自由而离家出走的故事，揭露了

旧式家庭的罪恶。娜拉的离家，暴露了摧残女性的社

会环境，控诉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附庸地位。

封建社会中，妇女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下，

毫无自由意志、独立人格可言，未嫁从父，已嫁从夫，

夫死从子，终身屈服于男性的压迫之中。女性要想获

得解放，首要必须学会做人的自尊与权利。为此，《新

青年》极力呼吁女性应该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以脱

离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１１］。

“娜拉”毕竟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为了将现实

中的“娜拉”介绍给中国女性，１９１８年９月，在北京
女子师范学校，胡适作了题为《美国的妇人》的演

讲，系统阐述了其新型妇女观。他指出中国的女子

应该摒弃“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学习美国妇人“超

于妻良母贤的人生观”［３１］，拥有自立的心，追求自立

的生活。胡适认为一旦男女具备自立精神，就会觉

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有应该做的义务和可

做的事业，这样就可以产生良善的社会。至此，新文

化运动中的“新女性”形象被塑造起来。

《新青年》所倡导的“娜拉”这一形象，唤醒了沉

睡于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的中国青年男女，无论是

对于努力挣脱传统家庭束缚的男性，还是对于试图

摆脱家庭附庸地位的女子来说，“娜拉”都是一个解

放的象征。娜拉对“新女性”人格塑造的最大意义

在于号召女子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正如女作家庐

隐所言：“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

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有的生活，不

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３２］“妇女到社会去，脱

离‘傀儡家庭’和男子的奴隶”［３３］。整个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娜拉”成为“新女性”的典范，其“出

走”的意向引导了众多女性冲破旧家庭，走向臆想

中的自由生活。

（三）“新女性”的觉醒

《新青年》以“娜拉”为女性人格的典范，强调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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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格的重塑，这标志着中国女性个人主体意识觉

醒的真正开始。正如女作家张爱玲所说：“中国人

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的，这潇洒苍凉

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３４］据新文

化运动亲历者陈素回忆，《娜拉》一剧传入中国后，

在妇女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中国到处都上演着

《娜拉》，女界高喊着“不做玩物、要人格、要自由的

呼声”，女性主动从事宣传与鼓动活动，勇于冲破旧

有的藩篱，个性解放的风气所及，“使那些士大夫、

道德家也只能向隅叹息”［３５］１０２０。

在《新青年》女性解放思潮的倡导下，女性因反

抗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而抗婚、出走乃至自杀的

事例层出不穷。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长沙发生了赵
五贞自杀案。新娘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又无法

抵抗，绝望之中只能自刎于花轿中。赵五贞自杀事

件的发生，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婚姻制度、封建伦理

道德、社会黑暗现实的大讨论。赵五贞事件发生后

不久，长沙又发生了李欣淑出走事件。李欣淑本就

不满于其父亲为其所定的包办婚姻，在她未婚夫死

后，父母又把她改嫁到一位有钱的彭性人家，李对其

父母的做法更加不满。１９２０年２月，李欣淑遂发出
了“我于今决计尊重我个人的人格，积极地和环境

奋斗，向光明的人生大路前进”［３６］的启事，愤然离家

出走，反抗包办婚姻。李欣淑的出走，被青年人大加

赞扬，因为她不像赵五贞自杀以反抗包办婚姻那样

消极，而是积极地与封建婚姻制度作斗争。

青年女学生的主体意识也在不断觉醒。王一知

曾描述其所在学校女学生在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

下，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她指出，女学生主动联合起

来向教师、校长请愿，撰文抨击“烈女传”等封建礼

教对女性的压迫，要求废除不合理的课程设置。此

外，学生还以“抗婚”“逃婚”的实际行动反抗旧礼

教，争取婚姻自由［３５］５１７－５１８。

与之相比，早期妇女运动活动家反抗封建婚制，

追求女性解放的声音则更加理智与坚决。可以说，

“我国早期的妇女运动，就是由这班‘娜拉型’的觉

悟妇女在主持推进的”［３７］，或者认为“妇女运动的

主义，就是所谓‘妇人亦人’的‘娜拉主义’”［３８］。天

津觉悟社的郭隆真不满于父母的包办婚姻，在男方

多次威胁成亲下，于迎亲之日，穿上学生装，一路坐

“亮轿”（卷起轿帘）到男方家门口，她进屋后向参加

婚礼的来宾发表演讲，批判包办婚姻的罪恶，随后理

直气壮地离开男方家，重新回到天津女师上学。早

期妇女运动活动家向警予也用“以身许国，终身不

婚”的态度拒绝了湘西军阀周则范的求婚［３９］。妇女

运动的著名领袖蔡畅反对包办婚姻，在母亲的支持

下，逃婚到长沙并考入周南女校，结识了陶毅、向警

予等进步女性青年。

在《新青年》女性解放思潮的倡导下，女性因反

抗婚姻制度等原因而离家出走等个体反抗的形式，

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行为模式，对

于广大女性产生了强烈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在女性

解放思潮的影响下，新民学会、觉悟社、工读互助团

等社团中都可以看到女性的身影，也有许多女性参加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寻求救国的真理。越来越多的女

性出走家庭，追求进步，对广大女性重塑人格造成了

强烈的思想震撼。中国女性生活史的研究者陈东原

曾指出，中国女性“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实在是《新青

年》倡导之后”［４０］。足以见得，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

进程中，《新青年》对女性人格重塑的重要推动作用。

四、《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

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极大的震动。早期知识分

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关注，为《新青年》研究妇女

问题注入了新的生机，《新青年》的面貌也因此发生

了转折性的变化。自第６卷第２号，《新青年》开始
刊登介绍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

放理论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探求中

国妇女解放道路，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刊登有关苏俄妇女情况的报道，译介有关

妇女解放的著作。由李达所译的《劳农俄国的妇女

解放》一文，将俄国妇女的生活描述为：“现实俄国

妇人，经济的精神的完全得以独立，……凡在政治教

育社会一切方面，妇人与男子受同等的权利，有平等

的发达的机会。”［４１］此外，《俄国与女子》《劳农俄国

的结婚制度》等文章，详细地介绍了苏维埃俄国妇

女的生活状况。此后，李汉俊、李达分别翻译了倍倍

尔、列宁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列宁的妇女解放论》

等有关妇女解放的著作。通过译介上述著作，李汉

俊、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并将其运用到中

国妇女问题中，探求中国妇女解放道路。

第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妇女问题。李大钊的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

出，经济变动必然会引起思想的变动，随着自给自足

农业经济的解体，女子贞操问题、教育问题、参政问

题都要发生变化。“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

是男子也要解放妇女了。”［４２］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

妇女地位的变化，指出中国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人

·１５·



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现象。

第三，用阶级观点分析妇女问题，指明妇女运动

的阶级性。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对资产

阶级女权运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资产阶级女权运

动关注的只是“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不可能解决

无产阶级妇女的问题”。妇女问题的彻底解决，“一

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

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

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４３］。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

学说来批判资产阶级人权学说，并将其作为解决中

国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

第四，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无产阶级革

命。社会制度问题关系到妇女问题的解决，而社会

制度的基础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一旦解决，政治问

题、法律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

解决。要解决经济问题，阶级斗争必不可少。陈独

秀明确指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的地位，一

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做了东家的奴隶；即于

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哪里会

有纯粹的自由！”［４４］因此，要解决妇女问题“非用阶

级战争的手段”来摧毁私有制制度。

从介绍苏俄妇女生活状况，译介列宁、倍倍尔等

人关于妇女解放的著作，到撰写文章传播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早期知识分子逐渐掌握了马克思的阶级

斗争学说、唯物史观。早期《新青年》用资产阶级人

权平等学说倡导妇女解放的观点逐渐被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所代替。《新青年》成为进步知识分子传播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阵地。受其影响，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渐次被国人所接受，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

潮的主流，并在此后的实践中被确立为中国妇女运动

的指导思想，影响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方向。

五、结语

以“娜拉”为契机号召女子摆脱封建礼教的束

缚，倡导女子个性解放，是《新青年》妇女解放思想

的一大进步。“新文化人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提出

了‘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两大主题”［４５］，考察

《新青年》中倡导的女子解放思想，不难发现，从提

出国民人格独立到呼吁女性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

到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做“新女性”的“娜拉”，再到

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分析妇女问题，《新青年》始终

将妇女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不断拓展和加深对其

研究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

《新青年》的启蒙者们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极

力倡导女子解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

性的“失音”。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启蒙文本绝大

部分出自男性之手，“新女性”的塑造从一开始也是

由男性倡导和推动的，不纯粹是出于女性的自觉。

正如鲁迅所言：“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

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

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灰，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

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

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

得起他们吗？”［４６］鲁迅对女性启蒙的忧虑来源于“梦

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伤逝》中的子君曾勇敢

地表明：“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

利！”［４７］而这位中国的“娜拉”在失去了涓生的爱情之

后，只得重返家庭，最终抑郁而死。子君在男性启蒙

者们的引领下，走出封建家庭，最终却又走进了两性

家庭的泥淖中。女性在自上而下式的启蒙方式中，特

别是一直以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能否在这种启

蒙方式中真正觉醒，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

也从侧面揭示了中国妇女解放的艰难与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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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形成及其价值体现

张玉梅
（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 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１０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第四批宁夏新型智库课题“传承红色文化 助推宁夏乡村振兴研究”
作者简介：张玉梅（１９８２—），女，宁夏银川人，硕士，宁夏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中心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宁夏地方历史文

化研究、红色文化研究。

摘　要：革命标语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央红军西征期间在宁夏留
下的大量革命标语，具有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特征。革命标语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深刻诠释了中

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与民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多元的宣传工作制度。

关键词：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价值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０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５４－０４

　　标语是一种世界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特殊
的历史文化形态。运用标语进行宣传动员，有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认识到

标语作为宣传载体之一的重要性，在革命的各个阶

段，标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红军西征时期，

形成了大量内容丰富的标语，这些标语在促成红军

西征战略目标的实现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于红军西征时期的标语研究，有张心智的《红

色标语———介绍固原县黑城镇祁家堡子的几条革命

标语》［１］和王银彩的《写在墙上的记忆———墨书草泥

墙皮革命宣传标语》［２］两篇文章都是对馆藏在宁夏博

物馆“红旗漫卷———宁夏革命文物陈列”展厅的红军

西征标语进行简要叙述，理论研究程度不深。李牧可

《光荣的古城———介绍红军在预旺城的革命活动》［３］

一文也提及红军在预旺城（今称豫旺县城）进行革命

活动时留下的标语。本文在红军革命标语形成的历

史背景及历史内涵进行理论阐释，进而分析其时代价

值，旨在透过标语再现红军西征的革命历程。

一、红军西征与宁夏革命标语的产生

红军西征，是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

北后，与陕北红军共同发动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战略战役。１９３６年５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在延川
大相寺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以发展

求巩固”的战略方针，总结东征，决定西征。［４］西征

的主要任务有三：一是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

地的围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二是红一方面军

南下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

三是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形成抗日统一战

线。西征红军非常重视发挥强大的政治宣传优势，

通过张贴标语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

宁夏作为红军西征的主战场、大本营和总指挥

部所在地，在历时半年的作战中，先后解放了宁夏的

盐池、豫旺、同心等地，建立了盐池、豫旺等苏维埃政

府，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留下了珍贵的革命

标语。

经调研可知，红军西征标语实物存藏在宁夏博

物馆９件，为国家一级文物。标语照片分别存藏在
宁夏吴忠市盐池县博物馆２件，为一般文物；馆藏在
吴忠市海原县金福博物馆的标语照片是李牧可和郑

介初在１９６３年７月所拍摄。拍摄地点分别位于同
心县马家高庄公社沟滩大队杨家堡子上房和同心县

马家高庄公社沟滩大队杨家堡子上房。另据当地人

口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位于同心县下马关镇红城
水上垣村和下垣村交界的土堡内的红城水娘娘庙大

殿内，还存留着红军西征时期的大量标语，然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标语现已不复存在。

·４５·



二、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的丰富内涵

红军西征期间的标语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有

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红军西征战略目

的；有的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豪绅阶级的反

动本质；还有的宣传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等等。

（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毛主席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
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布告》中明确提出：红军是人民军队，是抗日先

锋。［５］７９红军西征时期，宣传员在祁家堡子的墙上写

下了“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先锋”“只

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革命标语。向老百姓宣传

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为人民的队伍，打消了老百姓

对军队惧怕的心理、拉近了军队与群众的距离，有利

于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工作。中国共产

党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西征期间，通过张贴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指：一切行动听

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

意是指：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

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

俘虏）等标语宣传中国共产党严明的政治纪律。中

国共产党铁的纪律因而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

１９３６年７月３１日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在“前
方来电”中肯定了通过对党严明纪律的宣传，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红军的纪律，取得回族群众的热烈

拥护”。为了进一步扩大红军队伍，形成强大的对

敌势力。中央红军通过张贴“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

线争取胜利！”“父送子，妻送郎，大家参军消灭敌人

保家乡！”“一人为大家，参军杀敌人！”等标语，号召

群众参与到红军队伍中来。《西征的意义与任务讨

论大纲》中明确提出：“猛烈扩大抗日红军。必须把

扩大红军时时刻刻都要成为我们中心任务，要采取

各种有效方式把扩红运动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成

为经常的工作，使我们抗日红军猛烈地扩大起

来。”［６］９通过宣传，宁夏各族群众积极投身到革命运

动中。１９３６年７月９日《红色中华报》第２８６期曾
刊登了西征以来至７月初，人民抗日红军一个月即
扩大抗日红军８００余人。

（二）完成红军西征的战略目标

完成西征战略任务，将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展为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必须通过分化瓦解敌人力量，从

而实现三军会师，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１．分化瓦解敌军
红军西征是在多重历史背景下开展的一项反对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

战略行动。红军西征时期形成的革命标语，充分体

现出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罪恶行径。在同心县下

马关合作食堂上房，内有“反对日本鬼子在东北强

奸妇女”“打到宁夏去”“反对国民党开发西北”“反

对日本强占中国的东北四省”“反对蒋介石阻碍两

广北上抗日”及苏区张贴着“打蒋贼救西北”“打日

本救中国”“活捉马洪魁（鸿逵）”等革命标语，体现

了人民群众一致对敌的革命态度。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
央红军到达陕北，然陕北地域狭小、地瘠民贫、人口

稀少、物资极其匮缺。这对于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

展，对于红军队伍的进一步扩大，对于党中央实施下

一步战略与策略，在经济上、兵源上、地理位置上都

显得严重的不足和困难。［７］而当时红军迫切希望得

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这就需要尽快打通与苏

联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红军西征期间，通过

“巩固老苏区”“发展新苏区”等标语阐明了红军的

战略目的和战略主张，先后开辟了盐池、豫旺等纵横

８００余里的新苏区，建立了各级苏维埃革命政权。
也实现了将陕北、陕甘边苏区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

顺利完成扩大旧苏区、巩固陕甘宁根据地的西征战

略任务，巩固了新生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为“在

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８］７９。

２．三军会师
红军西征的重要任务之一为策应红二、四方面

军北上，为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创造条件。中央

红军经过艰难长征后，队伍数量锐减，必须通过汇集

红军三大主力的力量才能大幅度增强军队的战斗

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实施宁夏战役、打通国际

通道等战略计划创造有力的作战条件。同心县马家

高庄公社沟滩大队杨家堡子上房革命遗迹的单行材

料中记载的大字标题“迎接全国红军大会合”“二、

四方面军浩浩荡荡回来了”等标语。这些珍贵的革

命标语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反映，重现了红军

西征时期红一方面军策应第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壮

丽场面。

３．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军西征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同东北军和西北军

建立巩固的统战关系，争取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因

此，党和红军认真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民族战线政

策。［９］西征红军非常重视发挥我军强大的政治宣传

工作优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

原则》，通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书写标语、散发传

单等形式，在红军中掀起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热

潮。［１０］９２红一军团政治部１９３６年７月５日在《西征
中抗日战线部的工作》中提出：“规定争取白军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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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口号。在沿途及宿营地书写在火线上进行对白军

的喊话，主要内容以抗日救国不打抗日红军，联合红

军打日本及汉奸卖国贼为中心。”［６］２５红军所到之

处，张贴“枪口一致对外”“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

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联红

抗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欢迎胡马官兵们组织起义，率部来归，改编为人民

解放军！”“欢迎胡马军中的爱国分子，接受和平协

定八条二十四款”等标语，为形成抗日统一战线起

到了积极作用，在宁夏的东北军和西征红军中逐步

建立起了抗战统一联盟。

红军西征经过的甘肃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较为集

中地区，尤其海原、固原、西吉和同心地区。国民党

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无中生有，造谣诬蔑，蛊惑群众，

制造民族矛盾，导致回族群众对汉民，特别是对汉族

军队积怨很深。［７］严重的思想隔阂和障碍，给共产

党的统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为了尽快打消群

众心中疑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西征红军高度

重视民族工作，“红军每到一地，召开阿訇会、积极

分子会和群众会，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

务，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１１］通过张贴“枪口一致对外”

“联合起来打日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欢迎回民

参加回民独立师”“回汉人民是一家”等标语，为唤

起人民形成统一战线营造了浓厚的氛围。回民独立

师政委欧阳武，更是利用自己的回族身份，亲自给同

心县王家团各清真寺赠送锦幛，刷写标语。

（三）注重苏区全方面发展

国民党统治时期残酷的压迫与榨取使得宁夏农

村经济状况恶劣。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党和红军分土

地和财产、打击反动派的政策，红军到处张贴“没收

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不交租，不交粮，打土

豪，分田地，牛马衣服分给农民”“打土豪救穷人”等

革命标语。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的《总政治部关于

回民工作的指示》中记载的“尊重回文，发展回民教

育”“尊重回民风俗习惯”等标语，更是诠释了党和

红军对途经地区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视。在红军

积极贯彻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如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发布文告中所说的：“现取

消了一切苛捐杂税与租息”。《红色中华报》１９３６年
１１月１６日第３１１期详细报道了红军西征胜利后同
心城商业繁盛的景象：红军西征胜利，占领了同心

城，当我们部队开始进入同心城时，群众部分逃跑

了，商店也关上了门，停止营业，表现很冷落，经过我

们部队四五天的刻苦工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

解释工作，号召与欢迎商人自由营业，同时取消了群

众对苛捐杂税的负担，广大群众与商人都回来了，商

店也开门正式在营业，每逢集市，人山人海，商业一

天一天地繁盛起来，比过去还要热闹数倍，远近商

人，酌情将大批货物运来该地贩卖，这是苏维埃新政

策的伟大胜利啊！［６］３２

三、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的价值体现

红军西征期间的标语宣传，启发了革命根据地

广大人民的思想，提高了阶级觉悟，展示和扩大了党

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斗志，瓦解了敌人，诠释

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与民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与多元的宣传制度。

（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人

民观

红军西征时期的革命标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群众史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为

理论依据，始终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先锋”

等标语是特殊环境下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

的特殊载体。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精神始终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始终

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民、落脚点是人民，始终

把人民作为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

是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在新时代的发展

与集中体现。

（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民族观

我国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１９２１年中
国共产党颁布了第一个党的纲领，明确规定：“不分

性别、不分民族，均可接收为党员。”［１２］３纲领首次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观，允许各族民众入党，

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的开始。１９２２年７月，
中共二大宣言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

实现民族平等和自决”［１２］１５，主张“用自由联邦制统

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

国”［１２］１８。红军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民族

政策的落实。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在宁夏成立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

政府。红军进入回民区域，必须严格遵守所颁布的

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并在部队中广泛地解

释。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抗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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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的形成。该时期形成的革命标语更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观。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民族的系列重要论述，以

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十九大报告

和党章，将“中华民族”载入宪法，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标志着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观的形成。［１３］

（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多元化宣传工作制度

政治宣传是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中央苏

区时期，党因陋就简，创新宣传方式方法，主要有文

字宣传、标语宣传、口头宣传、活动宣传等，这些宣传

方式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综合使用［１４］，呈现出多样

性、鲜活性、通俗性、大众性等多元特征。通过宣传，

加大了党的政治理论、政治理念、政治形象、政治形

势、政治行为等方面的深入民心，极大影响和改变了

苏区军民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开创了战争背

景下政治动员的新局面。［１４］红军西征期间，红十五

军团政治部在整个工作计划里具体规定了宣传教育

工作计划，宣传部根据总计划制定宣传工作计划，军

团与师宣传科负责检查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的宣传工

作，其中张贴革命标语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

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宣

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先后主持召

开两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

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座谈会等。［１５］２０１９年４月，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我们党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工作形成的宝

贵经验和有效做法，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的重视。

（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

党的组织纪律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

的重要内容。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
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党的纪律建设写进党

章并单列一个章节，并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

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

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

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１６］１６２这就强调了党的组

织纪律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

就以铁的纪律来指导工作，教育和约束干部战士。

长征西征时期，张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标

语，体现了我党严明的政治纪律。不仅维护了党的

权威，同时也保证了党的坚强的战斗力。在中国共

产党组织纪律约束的作用下，西征红军严格遵守民

族团结政策、俘虏政策，为促成红军西征战略目的及

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

以来，纪律建设更被纳入党的建设总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把纪律建设挺在前，为加强纪律建设作出

了一系列战略部署，通过实施一系列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的举措，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

党的纪律建设的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

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２０２１年，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

调：“用好红色资源。”红军西征期间形成的革命标

语作为红色资源的重要基因库，肩负着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使命。对红军西征标语的

系统研究与阐释，更是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讲好红色

故事的生动诠释。

参考文献：

［１］张心智．红色标语：介绍固原县黑城镇祁家堡子的几条
革命标语［Ｊ］．宁夏文艺，１９７８（５）：７７－７８．

［２］王银彩．写在墙上的记忆：墨书草泥墙皮革命宣传标语
［Ｊ］．宁夏画报，２０２０（６）：８４－８５．

［３］李牧可．光荣的古城：介绍红军在预旺城的革命活动
［Ｊ］．宁夏文艺，１９７８（６）：４８－５２．

［４］刘伟．红军西征期间民族政策的探索与实践［Ｊ］．回族研
究，２０２０（３）：５０－５４．

［５］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共宁夏党史档案资料选编
（１９２６—１９４９）［Ｍ］，内部资料，１９８６．

［６］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局编．中共宁夏档案文献选编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７］李?．关于红军西征几个问题的再认识［Ｊ］．中国延安干
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６）：１０２－１０７．

［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９］饶彦久，卢钰涛．论红军西征的历史意义［Ｎ］．甘肃日报，
２０１５－１０－１０（０１０）．

［１０］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宁夏党史
故事［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１］郭全忠．论红军西征在宁夏回民聚居区开展民族统战
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其深远影响［Ｊ］．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学报，２０１０（１）：６６－７２．

［１２］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Ｍ］．北京：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３］裴圣愚，余扬．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基本内
涵［Ｊ］．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９（６）：１６－１７．

（下转第６２页）

·７５·



第３８卷　第５期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５

　　　　　　　　　　 中州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Ｏｃｔ．２０２１　

中国传统美学视角下的漏窗艺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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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漏窗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孕育出的写意式自然山水园林中的点睛创造，具有较高的美
学价值。分析漏窗在形式、内涵、空间、意境方面的艺术特色，从“虚实之美”“含蓄之美”“中和之美”

等传统美学角度解析漏窗艺术之美，探讨漏窗艺术在现代空间设计发展中的价值。

关键词：漏窗艺术；艺术特色；传统美学；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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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天人合

一”“道法自然”“虚实相生”“中庸”等传统文化和

哲学思想对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影响深

远，孕育出极具特色的传统美学思想。“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写意式自然山水园林深浸着中国传统

文化的内蕴和传统美学的精髓，漏窗作为中国传统园

林中不可或缺的造园要素，其形式、内涵、空间、意境

诸方面无一不蕴藏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审美情趣。

漏窗俗称花窗，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园冶》中把

它称为“漏砖墙”或“漏明墙”。［１］漏窗形式多样，图

案丰富，意蕴隽永；不仅具有采光通风的功能，还能

障景、泄景、框景、借景以分隔空间、丰富空间层次、

营造园林意境；小小漏窗已由一个建筑构件升华为

具有美学价值的审美意象。

二、园林漏窗的艺术特色

（一）小构件，大题材

漏窗通常由窗框和窗芯组成，没有窗芯的漏窗

称为洞窗或空窗，窗芯周边有纹样但芯屉中空的漏

窗称为景窗。

漏窗的窗框形式丰富多变，有各种方形、横长、直

长、圆、六角、扇形等几何形状以及石榴形、花瓶形、葫

芦形、贝叶形等各种不规则形状，还有两个及以上形

状任意组合而成的形状，复杂多变，不拘一格。［２］

窗芯图案的取材十分广泛，内容极为丰富，常见

的图案内容有几何图案、花草树木、祥禽瑞兽、生活

器物、小说与戏曲故事、佛道神话传说、象形文字等。

按形式大致可分为几何形体、自然形体、混合形体。

几何形体图案大多都是以直线、弧线、圆形等组成，

如万字、菱花、冰裂纹等直线图案，鱼鳞、海棠、波纹

等弧线图案，寿字、万字海棠、六角穿梅花等复杂线

条构成的图案。自然形体图案一般有蝙蝠、喜鹊、

鹤、松、竹、梅、兰、菊等吉祥的动植物图案，花瓶、聚

宝盆、文房四宝等生活器物图案，戏剧人物、神话传

说、佛教故事等人物故事图案以及文字图案等；混合

形体图案往往是以上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组合图案。

几何形体图案常常按照一定的线性排列秩序，

比如重复、近似、特异等骨骼形式，重复某一形状或

要素；自然形体图案通常运用夸张、变形、概括、简

化、凝练等手法，将客观物象抽象化、理想化、装饰

化，形成写意的符号或抽象的纹样等。这些多变的

直线或曲线、写意的符号、抽象的图案，以对称、平

衡、穿插、向心、放射、旋转等形式来组织构图，呈现

出纷繁多变的形体姿态和气韵力量，有的挺拔刚毅，

有的柔和秀美，有的宽阔舒展，有的曲折缠绕，与形

式多样的窗框组合起来，构成一幅幅主次分明、疏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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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致、动静相宜、虚实结合的图画，局部丰富多变，整

体又协调统一，体现了对称与平衡、条理与反复、节

奏与韵律、变化与统一的形式美法则。

漏窗作为一个小小的建筑构件，却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千姿百态，别出心裁。据称清代时仅苏州一

地的漏窗形式就有千余种，沧浪亭的漏窗就有１０８
种式样，无一重复，可谓“小构件，大题材”。

（二）小图案，大内涵

中国自古就有“君子比德”的观念，《荀子》中就

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的记载。比德即是以自然

物象具有的某种品格，用来象征、比喻君子的美德。

漏窗图案以此借物言志，表达园主人的高尚品格、情

趣志向、文化修养等。比如植物图案中梅、兰、竹、

菊、松、荷花等，梅高洁傲岸，兰幽雅空灵，竹虚心有

节，菊冷艳清贞，被誉为花中四君子，象征傲、幽、坚、

淡的君子品格；“松竹梅”，傲雪挺立、凌寒开放，称

为岁寒三友，寓意坚毅忠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寓

意清白高洁。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尚品格的

象征，表达了文人对美好品格的向往与追求。如苏

州狮子林中最具特色的“琴、棋、书、画”四个漏窗，

分别以古琴、围棋棋盘、函装线书、画卷为主题，表达

了园主人的高雅情趣和文化修养。

漏窗图案还包含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的

动物、植物、文字以及数字等，通过谐音、象征、暗喻

等手法，赋予图案吉祥美好的寓意，以含蓄委婉的方

式来表达人们祈福纳祥，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如

石榴图案，因石榴多籽象征多子多孙，表达了子孙满

堂、子嗣绵延的期盼；蝙蝠图案，“蝠”谐音“福”，象

征“福从天降”，表达了人们对吉祥幸福生活的憧

憬；鱼图案，谐音“余”，隐喻富裕、结余，“年年有

余”；松、鹤图案有长青、长寿之意，象征福寿绵长；

瓶形漏窗，谐音“平安”，表达了人们对平安的期盼

等。碯字纹是来自佛教的图案，有吉祥、万福和万寿

之意；运用吉祥文字的变体形式也是常见手法，如福

禄寿喜等。［１］

这些吉祥图案相互组合，不仅图案效果更加丰富

多变，而且文化蕴意更加耐人寻味，如花瓶内插一枝牡

丹花，寓意富贵平安，花瓶内插一枝月季花，寓意四季

平安；桃与蝙蝠组合，寓意“多福多寿”；松鹤组合称为

松鹤延年，寓意长寿；喜鹊立于梅枝称为喜鹊登梅，寓

意“喜报早春”等。奇思妙想，不胜枚举。小小漏窗图

案，底蕴深厚，意蕴隽永，是为“小图案，大内涵”。

（三）小空间，大意境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园

林营造中讲究“隔则深，畅则浅”，漏窗如《园冶》中

所述“凡有观眺处筑斯，似避外隐内之义”，在有限

的小空间中通过障景、泄景、框景、借景，达到以小见

大、园小景深的效果，激发出咫尺万里、幽远绵长的

园林意境。正是漏窗“小空间，大意境”的体现。

由于园林空间有限，为了丰富园林景观，增加园

林的空间层次感和视觉上的纵深感，造园时通常会

因地制宜地将园林划分成若干个小景区及景园，景

区之间通常以粉墙或廊庑分隔，镶嵌在实墙面上的

漏窗自然也有分隔空间及障景的作用，但透过或方

或圆、或大或小、或疏或密的漏窗，另一侧的景物又

若隐若现，在“隔挡”与“透泄”之间获得似隔非隔、

隔而不塞的独特效果，丰富了空间层次，增加空灵幽

深之感，产生出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朦胧美感，可

以激发人的期待和遐想，更加引人入胜。

千姿百态的漏窗，犹如一幅幅画框，“纳千顷之

汪洋，收四时之烂漫”，将园林中不同主题、不同视

角的风景展现其中，正所谓“尺幅窗”“无心画”。清

代美学家李渔在《闲情偶记》说：“同一物也，同一享

也，此窗未设以前，仅作事物观，一有此物窗，则不烦

指点，人人俱作画图观矣。”［４］框景为人们提供一个

最佳观赏点，框内景色春去秋来，阴晴雨雪，朝阳冷

月，景随人动，形成层次丰富而又意境幽远的画意。

漏窗造型和图案又在朦胧虚化的景物映衬下转化为

观赏的对象，颇具情趣。

借景是中国园林艺术中独特的造园手法，计成

在《园冶》中说：“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漏窗的

借景手法主要有近借和远借两种形式，近借为园内

相邻景物的互借，以丰富景观内容，增加景物深度；

远借是借园外的风景，如远处的山峦湖泊、楼阁佛塔

乃至晓月星辰等，园内园外连成一片，从视觉上突破

封闭的有限空间的局限，把人为的有限空间与自然的

无限意境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如苏州拙

政园东园界墙上的漏窗，将园林北侧的北寺塔借入园

中，增加了空间层次，营造出绵远悠长的园林意境。［３］

三、漏窗艺术的传统美学分析

（一）漏窗之美，美在虚实

“虚实之美”源于中国道家哲学思想中的“虚实

相生”，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

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埏填以为器，当其

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故有之以为

利，无之以为用”（道德经·第十一章），精辟地论述

了“有”与“无”、“虚”与“实”的辩证关系。“以虚涵

实、实中见虚”的虚实之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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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

由于漏窗自身“漏空”的特点，漏窗图案在构图

上主要是虚与实的对比与调和，有虚有实，虚实结

合，既有对比变化，又整体和谐统一，形成了虚实相

生的构图效果，获得构图上的虚实之美。

姿态万千的漏窗嵌在连续不变的实墙面上，漏

窗的“虚”与墙体的“实”形成鲜明的对比，打破了墙

面的呆板，获得视觉上的韵律美，使墙面既有虚实变

化又协调统一，既是园林中的一道风景又起到似隔

非隔、隔而不断的空间分隔效果。

在园林空间中，通过漏窗的“遮”与“泄”，自然

山水景物朦朦胧胧，似隐若现，寄实于虚、依虚托实，

带来虚实之美；“尺幅窗”“无心画”中，景随人动，山

水人物风景时时变幻，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给人虚

实之美感；借景更是突破人为的有限空间，把园外山

峦高塔、渔歌晚钟、清风明月纳入景中，使园林空间

得以无限扩展，园内外构成了一个虚实相生的艺术

整体。

漏窗图案内涵丰富，园林意境更是情景交融，充

满诗情画意，漏窗的形式与内涵，园林意境的“境”

与“意”、“情”与“景”也是一种虚实相生的统一体。

（二）漏窗之美，美在含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含蓄有含而不露、隐晦曲折

之意，含蓄是一种深沉、一种婉约，是一种修养、一种

礼貌，是一种情趣、一种韵味。

含蓄之美有着儒家美学思想的渊源，孔子的

“春秋笔法”，所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

而成章”，指委婉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笔，成为含蓄

理论最古老的儒家思想深源。含蓄之美也有道家哲

学思想的基础。老子曰“智者不言”（《道德经》），

庄子在《庄子知北游》中说“道不可言”，在《庄子外

物》中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无论是“春秋笔法”还是“得意忘言”，都对后世

产生深刻影响。曹魏哲学家王弼在注释《周易》时

提出“得意忘象”，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

提出“文已尽而意有余”；唐代诗论家司空图在《二

十四诗品》中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南宋诗论家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

都受到普遍的推崇，含蓄之美成为中国艺术创作和审

美的主流思想，是儒、道、禅各家美学共同推崇的审美

理想。“得意忘象”也被延伸为艺术意蕴和艺术形式

的关系，“象”是“意”的载体，“意”是“象”的灵魂。

在园林漏窗艺术中，漏窗图案通过谐音、象征、

暗喻、比德等手法，使小小的图案蕴涵了丰富的文化

内涵，表达人们对吉祥平安、生活美满的向往，对高

尚情操、理想品格的追求等，表达方式隐晦委婉，言

有尽而意无穷，展现出含蓄之美。

遵循园林“隔则深，畅则浅”的设计理念，漏窗

的障景、泄景、框景和借景等艺术处理，使园林空间

藏而不露，欲扬先抑，曲折萦回，步移景异，透过漏窗

可以看到另一侧的景物若隐若现，在“隔”与“透”之

间获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之美。尤其是借

景，打破了有限的封闭局促的空间格局，丰富了园林

的空间层次，给人咫尺而万里、园小而景深之感，园

林意境幽远深邃，表现出“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

象”的含蓄之美。

（三）漏窗之美，美在中和

“中和之美”深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中庸之

道旨在“中和”。《中庸》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

不及之名。”《广雅》曰：“和，谐也。”《中庸》中说：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和之美作为儒家美学的核心思想，还表现为

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乐而不淫。《论语雍也》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质彬彬”意指内涵和外在的协调，后引申为艺术

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是为中和之美。《论

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

《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强调了美和善的统一，即

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以善为美，追求“尽善尽

美”，为中和之美。《论语·八佾》“乐而不淫，哀而

不伤”，表明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同时也深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老

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

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表达了天人合一、阴阳调

和、矛盾双方对立中和谐统一的思想。

中和表达了儒道诸家对人与天地、人与自然乃

至万物和谐的追求，中和之美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

最高审美理想，表现为人与自然、形式与内涵、感性

与理性以及各种形式美因素的和谐统一。

在漏窗艺术中，漏窗图案的构图，将曲直、虚实、

动静、聚散等要素进行对比与调和，局部变化，对比

适度，最终形成均衡、和谐、统一的整体效果，即为中

和之美。

众多漏窗镶嵌在单一墙面上，同则乏味，因而园

林漏窗力求多变，如沧浪亭内一百余个漏窗千姿百

态，图案无一雷同；但杂则混乱，因此，漏窗的造型与

大小、窗芯图案形式及疏密、嵌入的位置与频率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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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比得体有度，获得连续的动态视觉下富有节奏

与韵律感的均衡美感，是中和之美的表现。

漏窗的造型优美，图案精致，文化蕴意丰富，这

种形式与内涵的协调统一，是谓“文质彬彬”；漏窗

形式精美，是为美，内涵蕴意吉祥美好，是为善，二者

达成美与善的统一，表现出中和之美。

透过漏窗，在有限的小空间内变换出目不暇接

的自然景物，或远或近，或隐或现，或动或静，或虚或

实，构成百千万幅优美的山水图画，体现了园林空间

构图上的得体之美；漏窗采用砖砌、瓦拼、灰塑而成，

朴素淡雅，漏窗图案形式也随环境而变化，因“境”

而生，与“虽为人做，宛自天开”的园林自然景观、

“自然恬淡、静雅含蓄”的园林意境相协调，表达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园林意境寄情于自然境域，

触景生情，激发出人的主观情意，产生情景交融的艺

术境界，“意”与“境”、“情”与“景”是形式与内涵的统

一，是美与善的统一，诠释了园林艺术的中和之美。

四、漏窗艺术的现实价值

园林漏窗浓缩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精髓，蕴涵悠

久浓厚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完美阐释

了虚实之美、含蓄之美、中和之美等中国传统美学思

想。研究、传承和发展漏窗艺术在现代空间设计和

当代美学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漏窗艺术在现代空间设计中的价值

漏窗的审美意义不仅在于漏窗物化成为一种审

美符号，更在于它在园林空间中营造出深邃幽深的

意境美。在现代设计中借鉴、应用漏窗艺术，有助于

将传统文化艺术精髓融入现代艺术之中。

漏窗图案丰富多变，形式优美，为现代设计提供

了宝贵的装饰图案素材，可以直接应用于各种创作

活动中，也可以结合现代材料技术，进一步提炼、变

化后应用；漏窗图案的取材内容和形式美的规律，对

现代装饰图案设计也具有参考价值。

漏窗艺术中隐喻、象征等设计手法，不仅使漏窗

图案内涵丰富，也使园林“景有尽而意无穷”，形成

诗情画意的园林意境。在现代空间设计中可以借鉴

隐喻、象征等设计手法，以更好地表达设计主题，烘

托环境氛围，也可以托物言情，激发含蓄的意境美。

如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其外观犹如用树枝
般的钢网编织成一个“鸟巢”，寓意孕育与呵护生命

的“巢”，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镂空的冰裂纹图

案与现代钢结构结合起来，使古韵与现代完美融合。

漏窗既是一个建筑构件，也是一个中国传统审

美符号，直接应用于现代空间中，可以增加现代空间

的古典韵味，也可以在室内外空间、室内各空间的分

隔与渗透方面发挥似隔非隔、隔而不断的作用，引导

空间过渡，丰富空间层次。如图１，漏窗与小池、小
树组合起来，在现代简约空间中产生江南园林恬静

含蓄的意境美。尤其学习和借鉴漏窗障景、泄景、框

景、借景设计手法，在简洁明朗的现代空间中实现欲

扬先抑、以小见大的空间效果和理想的环境氛围。

如苏州博物馆中多处设置了各种形式的漏窗（图

２），或框景，或借景，移步换景，层次丰富，使简约明
朗的现代空间极富江南园林意蕴。

图１　现代空间中的漏窗

图２　苏州博物馆的漏窗

（二）促进中国传统美学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中国

文化体系和儒家、道家的哲学思想，孕育了特色鲜明

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华

儿女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当今多元开放的信

息化时代，外来文化艺术对本土文化形成前所未有的

激烈冲击和碰撞，只有树立文化自信，继承和弘扬优

秀的传统文化艺术，才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自

主性，始终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的那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

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通过园林漏窗艺术的传统美学分析，挖掘其中

蕴含的传统美学思想，提炼优秀的传统美学思想精

髓，如和谐之美、含蓄之美等，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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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发展，赋予时代内涵，使其融入当代美学思想

中，成为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人们审美需求相契合

的当代美学不可分割的内容；进而在多元文化中展

现中华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正确引导和影响人们

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为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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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韵》《集韵》中“ ”的字形与词义考

金欣欣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２０
作者简介：金欣欣（１９６５—），男，北京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辞书

学研究。

摘　要：《广韵》和《集韵》是我国中古时期的两部重要韵书，在字音、字形、字义等方面有着重要
的学术价值。《广韵》去声收入了“ ”字。《集韵》的编纂时间晚于《广韵》，它在编纂过程中参考了

《广韵》。对于《广韵》的“ ”字条，《集韵》沿用了释义，参考了注音，但是字形与《广韵》的“ ”字

明显不同。从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的相关释义看，《广韵》“ ”字的字形是错误的，《集韵》

则是正确的。自《广韵》以来，除了《集韵》之外的各种韵书、字书、语文辞书，不仅沿用了《广韵》

“ ”字的错误字形，同时在释义上也不够明晰、完善。这一考证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 ”

字做了字形的分析和辨误。同时，还参考著名语言学家金有景先生《方言古语词》未刊稿的相关内容，

就“ ”的释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这些对今后语文辞书相关条目的编纂可以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 ”字；《广韵》；《集韵》；《说文解字》；《方言古语词》；汉字字形；词义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２
中图分类号：Ｈ１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６３－０４

　　《广韵》由宋代陈彭年等编纂，成书于宋真宗大
中祥符元年（公元１００８年）。《集韵》由宋代丁度等
编纂，成书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１０３９年）。《广
韵》和《集韵》是我国中古时期的两部重要韵书，在字

音、字形、字义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拟

对《广韵》《集韵》中的去声绛韵“ ”字的字形和释义

问题做一些讨论，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教。

一、《广韵》《集韵》关于“ ”字字形的分歧

“ ”字，就现存字书和韵书看，最早或见于《广

韵》。

《广韵》（清代泽存堂本）去声绛韵：“ ：捍船木

也。色绛切。”［１］３４６

《集韵》（宋代潭州本）去声绛韵：“ ：捍船木。

朔降切。”［２］１３３①

以上所引《广韵》《集韵》，可以看出，这两部韵

书对“ ”的字形处理是不一致的。具体地说，《广

韵》去声绛韵的“ ”字，《集韵》写作“ ”。即这个

字《广韵》从“戈”，《集韵》从“弋”。

从《集韵》一书的体例即“韵例”看，关于“ ”

字这一条的释文，《集韵》是沿用《广韵》的。《集

韵·韵例》在介绍该书的收字来源时说：“凡字悉本

许慎《说文》，慎所不载，则引他书为解。”［２］１《集韵》

所收“ ”字，《说文解字》未收，那么显然是来源于

其他文献；再比较注释和反切，释义显然一致，《广

韵》的“色绛切”和《集韵》的“朔降切”读音相同；由

此可以认为《集韵》这一条的读音和释义来源于《广

韵》。但是，《集韵》却没有照搬《广韵》的字形。这

是值得重视的。

二、有关学者对这一字形分歧的意见

从现有文献看，这个问题有三位学者注意到：

第一位是清代著名学者陈。他曾经与清代著

名学者李贻德合校《集韵》。这个合校本收藏于国

家图书馆等图书馆。［３］１９９关于《集韵》去声绛韵“ ”

字，赵振铎教授《集韵校本》引述了他的意见：

“‘ ’，《广韵》从戈，误。”［４］６０４

第二位是著名语言学家、《集韵》研究专家赵振

铎教授。他的《集韵校本》采纳了以上所引述的清

代著名学者陈的校勘意见。［４］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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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是著名音韵学家、《广韵》研究专家余?

永教授。他在校注《广韵》时，在《广韵》“ ”字条

旁批注：“ ，《集韵》从戈。”［１］３４６书内虽无更进一步

的意见，但他在《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定稿本）上册

书末的“《广韵》检字表”中，有这样的说明：“（三）

凡俗字、错字或讹音，外加方框囗表示。”［１］在这个

检字表中，“ ”［１］１４“ ”［１］１２并收，其中“ ”字是外

加方框的，可以表明余?永教授的意见。

笔者赞同以上三位学者的意见。由于以上学者

仅对“ ”与“ ”的字形做了辨误工作，未做具体说

明，现拟就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考述。

三、宋代以后编纂的辞书对“ ”字字形的观点

笔者翻检了《广韵》《集韵》以后的一些辞书，发

现所有辞书都是以《广韵》的字形（从“戈”）为准

的。以下略举数例：

１．《龙龛手镜》戈部：“ ：楚绛反。捍船木

也。”［５］１７３关于“ ”字，《中华字海》戈部注：“同

‘ ’。字见《龙龛》。”［６］８１０

２．《改并五音集韵》去声绛韵审母：“ ：捍船木

也。色绛切。”［７］１３９

３．《洪武正韵》去声漾韵：“ ：捍船木也。色降

切。”［８］１３卷１２

４．《康熙字典》（同文书局版）戈部：“ ：《广

韵》色绛切。《正韵》色降切。并淙去声。《广韵》：

‘捍船木也。’”［９］４１４

５．《新字典》十一画：“ ：色降切，绛韵。捍船

木。防船之损伤者也。”［１０］１２８

６．《中华大字典》戈部“ ：色绛切，音淙，绛韵。

捍船木也。见《广韵》。”［１１］９０８

７．《中文大辞典》戈部：“ ［广韵］色绛切，［韵

会②］色降切，绛（去声）。捍船木也。［广韵］ 、捍

船木也。”［１２］１３册３６０

８．《中华字海》戈部：“ ”ｓｈｕàｎɡ：“使船固定的
木桩。”（下引《广韵》，略）［６］８１０

９．《古代汉语词典》“ ”ｓｈｕàｎɡ：“一种固定船
只的木制用具。翟灏《通俗编·杂字》：‘～……今
江船所用以代缆，住则下、行则起者是也。’”［１３］１４６８

１０．《汉语大字典》戈部“ ”ｓｈｕàｎɡ：“使船固定
的木桩。《广韵·绛韵》：‘ ，捍船木也。’《通俗

编·杂字》：‘ ……今江船所用以代缆，住则下，行

则起者是也。’《隋史遗文》第十一回：‘取鱼不在前

滩，下 何劳急水。’”［１４］３卷１５１４

由此看来，关于“ ”字的字形，《广韵》以来的

辞书可以分为两派观点：

第一，以《广韵》为代表，认为“ ”字当从

“戈”。这一观点影响很大，除《集韵》以外，就笔者

所见，《广韵》之后收入“ ”字的辞书（包括古代的

韵书、字书），比如古代的《龙龛手镜》《改并五音集

韵》《洪武正韵》《康熙字典》，现代的《中华大字典》

《中文大辞典》《中华字海》《汉语大字典》（第２版）
等，均沿用了《广韵》的观点。

第二，《集韵》的观点，认为“ ”字不应从

“戈”，当从“弋”。就笔者所见，这一观点只有《集

韵》一书，再无其他赞同者。

四、关于“ ”字的注释探讨

《广韵》所谓“捍船木”其实有些费解，特别是对

于不熟悉水乡生活的现代读者更是如此。以上所引

述的辞书中，有几种没有沿用或没有仅仅沿用《广

韵》的注释，另外做了注释：

（一）在《广韵》释义之外的几种辞书的注释

１．关于“ ”的定义

主要是在《广韵》释文“捍船木”的基础上，用现

代汉语的翻译。

（１）《中华字海》和《汉语大字典》（第２版）均
注为：“使船固定的木桩。”

（２）《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版）：“一种
固定船只的木制用具。”

２．关于“ ”的功用

（１）清·翟灏《通俗编》：“ ……今江船所用以

代缆，住则下，行则起者是也。”（转引自《汉语大字

典》第２版）
（２）《新字典》（出版时间早于《辞源》，大致相

当于《辞源》的字头部分）说：“防船之损伤者也。”

３．金有景先生的注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金有景先生，在他的未刊稿《方言古语词》去声绛韵

中，论及“ ”的字音、词义和用法③。他指出：“浙江

义乌方言称一根用来固定木船不使被水漂走或冲走

的大木棍（起锚的作用）为‘船 ’。‘ ’也可以当

动词用。例如：‘船 牢些’（把船固定得牢一些）；

‘船 牢罢’（船已经固定牢了）。”

由于金有景先生自幼生活在南国水乡浙江省义

乌市，熟悉水乡生活，所以他关于“ ”的词义和用

法的观点是可以采信的。为此，以金有景先生的释

义为基础，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对上述几种辞书的注

释的不足之处略做讨论。

（二）《广韵》以外的几种辞书注释的不足之处

１．关于“ ”的定义

（１）把“ ”释为“一种固定船只的木制用具”

（《古代汉语词典》），注释准确，但还不够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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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把“ ”释为“使船固定的木桩”（《中华字

海》和《汉语大字典》第２版），则不够妥当。
先看《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的相关注释：
“桩：①（名）桩子：木 ～｜桥 ～｜打 ～｜拴马

～。”［１５］１７１２

“桩子：（名）一端或全部埋在土中的柱形物，多

用于建筑或做分界的标志。”［１５］１７１２－１７１３

由于“ ”是活动的，是行船的用具的一部分，

不是固定在江边、江中的某个位置，所以释为“木

桩”是不准确的。

２．关于“ ”的功用

（１）认为“ ”是“江船所用以代缆，住则下，行

则起”（《通俗编》）大致是准确、清楚的，惟“缆”字

不够准确。

先看《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的相关注释④：

“缆：①拴船用的铁索或许多股拧成的粗绳：～
绳｜解～（开船）。”［１５］７７２

如果认为“ ”是起代替船缆的作用，那么，在

固定船的时候，还是离不开岸边的桩、树等物。事实

上，如金有景先生所说，“ ”是起到锚的作用的，本

身已可以固定船的位置，不需要再借助于桩、树等

物。所以《通俗编》的释文所提到的“缆”，不如改为

“锚”更准确、恰当。

（２）认为“ ”是起到“防船之损伤”的作用

（《新字典》），这一注释是准确的，但是不够全面。

笔者认为，金有景先生所说“不使被水漂走或冲走”

的说法是比较全面的，“船之损伤”只是船被水“漂

走”或“冲走”的后果之一。

（三）对“ ”的新的注释

由于金有景先生《方言古语词》对“ ”的注释只

立足于浙江省义乌市的方言，所以需略做修改：

“ ”：“ｓｈｕàｎɡ①（名）我国部分地区称一根用来
固定木船不使被水漂走或冲走的、起锚的作用的大木

棍为‘船 ’。②（动）用‘ ’固定船只：船 牢些（把

船固定得牢一些）｜船 牢罢（船已经固定牢了）。”

五、关于“ ”字的字形探讨

上文第四部分讨论了“ ”字的注释；第三部分

介绍了自《广韵》以来的辞书中关于“ ”字字形的

两种观点；第二部分介绍了前辈学者关于《广韵》

“ ”字字形是错误的，《集韵》相关字形是正确的这

一观点。以下做一些具体分析和讨论。

上文谈到，《广韵》的“ ”和《集韵》的“ ”，字

形不相同。前者从“戈”，后者从“弋”。前辈学者为

什么认为这个字的字形，《广韵》是错误的，《集韵》

是正确的呢？先看看《说文解字》的释义及清代学

者的相关注释。

（一）《说文解字》关于“弋”和“戈”的注释

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安帝建光

元年（公元１２１年），是我国最早的字典。众所周知，
这部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许慎对汉字本义的

研究以及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对于本文讨论《广

韵》《集韵》的“ ”字字形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弋”
《说文解字注》 部：“弋：橛也。象折木?锐者

形。（段玉裁注：‘者’，各本作‘著’，不可通。今正。

古‘箸’⑤与‘者’无二字。‘箸’即‘者’字。折木之

?锐者为‘橛’，故上体象其?锐。）‘ ’，象物挂之

也。与职切。”［１６］６２７

《说文通训定声》 部：“弋：橛也。象折木?锐

者形。从‘ ’，象物挂之也。……知凡?锐之木皆

得谓之弋矣。”［１７］２１５

２．“戈”
《说文解字注》戈部：“戈：平头戟也。从弋，（段

玉裁注：谓籭长六尺六寸）一衡之。象形。（段玉裁

注：‘衡’，各本作‘横’，依许全书例正。弋之首一横

之而 已 矣。…… 古 禾 切。）凡 戈 之 属 皆 从

戈。”［１６］６２８－６２９

３．结语
从以上《说文解字》的释文及清代段玉裁、朱骏

声两位学者的注释可以看到，从“弋”的字是与木棍

有关的，从“戈”的字是与“戈”有关的。结合上文提

及“ ”是“一根起锚的作用的大木棍”，可以看出，

《广韵》确认的字形“ ”（从“戈”）是不正确的，《集

韵》确认的字形“ ”（从“弋”）是正确的。

（二）从《集韵》的字书性质谈“ ”字形的准确性

众所周知，《集韵》收字很多，《集韵·韵例》谓

此书收字 ５３５２５个［２］１⑥。这与《集韵》在收字方面

的编写宗旨是有直接关系的。《集韵·韵例》说：

“今所撰集，务求赅广。经史诸子及小学书更相参

定。……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

否。”［２］１可见，《集韵》对于所收汉字的字形是做了

甄别和研究的。所以，《集韵》不仅是一部韵书，也

是一部字书。前辈学者对于《集韵》编者在字形方

面的研究成绩给予了充分重视和高度评价。黄侃先

生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声韵学笔记·集韵”条

说：“《广韵》一书，本为言音韵者之总汇。《集韵》则

有异于是。盖《集韵》者，乃用音韵以贯穿文字、训

诂之书也。”［１８］１７４著名语言学家、《集韵》研究专家赵

振铎教授的《集韵研究》说：“《集韵》对于研究古音，

探索词义，考察字形结构还是很有作用的。”［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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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韵》沿用《广韵》对“ ”字的释义和注音

（反切上下字有改动），但是不照搬此字的字形，坚

持用“ ”字字形的做法看，前辈学者对《集韵》编者

在字形研究方面的成就的称赞是很有道理的。

注释：

①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３年出版的《集韵》（扬州使院重刻本，
即清代顾广圻校本，底本是以汲古阁影钞宋代明州本刊刻

的曹楝亭本）与此同。（中册，第９５７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出版的《集韵》（述古堂影钞宋代明州本），去声绛
韵：“ ：捧船水。朔降切。”（上册，第４６６页）“捧”“水”
两字分别与“捍”“木”形近讹误，以潭州本为是。

②《古今韵会举要》未收“ ”字，当为《正韵》（《洪武正韵》）

之误。

③由于本文不讨论“ ”字的字音问题，所以金有景先生关

于“ ”字的注音方面的观点略。

④需说明的是，虽然《通俗编》是清代著作，但就“缆”的词义
来说，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做比较，仍然是可以的。

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说文解字》“弋”的释文，各本
均作“象折木?锐著形”；其中的“著”字当为“者”字。但

他在随后的进一步说明中，没有涉及“著”字，却涉及“箸”

字。这是因为《说文解字》没有收“著”字。段玉裁在《说

文解字注》“箸”字条说：“箸，《曲礼》谓之?。假借为箸

落，为箸明。古无去入之别，字亦不从?也。”（第１９３页）
⑥按照近年来有关学者的研究，《集韵》述古堂影宋钞本（底
本为明州本）收字头 ５４６３３个，除去重复出现的（指字形
相同，读音不同的情况），共计３１４３６个。（柳建钰，史晓
丹《〈集韵〉〈类篇〉实收字数今考》，《渤海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参考文献：

［１］余?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定稿本，上册）［Ｍ］．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宋］丁度，等编．宋刻集韵［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３］赵振铎．集韵研究［Ｍ］．北京：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赵振铎，校．集韵校本（下册）［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２０１２．

［５］［辽］释行均，编．龙龛手镜［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６］冷玉龙，等主编．中华字海［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７］［金］韩道昭．校订五音集韵［Ｚ］．宁忌浮，校订．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９２．

［８］［明］乐韶凤，等编撰．洪武正韵（衡王府厚德堂本）［Ｚ］．
１５６７．

［９］［清］张玉书，等编纂．康熙字典［Ｚ］．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１０］陆尔奎，等编纂．新字典（珍藏本）［Ｚ］．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７．

［１１］欧阳溥存，等编纂．中华大字典［Ｚ］．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８．

［１２］林尹，等主编．中文大辞典［Ｚ］．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
版部，１９６８．

［１３］《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Ｚ］．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９８．

［１４］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Ｚ］．２版．武汉：
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
典［Ｚ］．６版．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

［１６］［汉］许慎．说文解字注［Ｍ］．［清］段玉裁，注．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７］［清］朱骏声，编著．说文通训定声［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８．

［１８］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Ｍ］．武汉：武汉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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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研究系统的构建

陈双双
（中国民航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１８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国民航大学专项资助项目“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群体译者行为研

究”（３１２２０２１０１３）
作者简介：陈双双（１９８６—），男，山东菏泽人，博士，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

译研究。

摘　要：中国政治文献外译，在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中国治国理政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通过梳理外译目的的内涵，为构建中国政治文

献外译目的研究系统奠定基础。该系统涵盖两个主要方面：外译目的对于外译活动的影响以及外译

活动各环节对于外译目的实现的影响或制约。在两大分支之下，还包含具体的研究方向。对外译目

的研究进行系统性的规划，有助于推动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系统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Ｈ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６７－０５

　　一、引言
“目的”是指“想要达到的地点或境地，想要得

到的结果。”［１］人类任何有意义的行为都有其目的，

而翻译行为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因此翻译本质上

是一种目的性的活动。译者翻译出译作之后，总是

希望它被阅读，中国政治文献外译行为有着特定的

目的：或是为经济服务，或是为文化服务，或是为政

治服务。翻译目的是翻译行为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它对翻译行为的方方面面都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

比如翻译的选材、译者的立场、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

的确定、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考察中西翻译史，

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往往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与

某种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社会的需要紧密相

连。”［２］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犹如整个外译行为

的“指挥棒”，其重要性不可不察。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系统，可以分为外译的

文本目的子系统和外译的非文本目的子系统。非文

本目的子系统又包含政治目的、交流目的、认知目

的、研究目的，下文将详细论述。曹明伦认为翻译的

目的分为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文本目的是指

译者的文本目的（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其译文指

导、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

格），而译者是具体翻译过程中的施事者；非文本目

的是发起人（涉及委托人、赞助人等）的目的。”［３］１２８

当然在文学翻译领域，很多时候译者就是发起人，而

在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活动中，两者是完全分离开来

的、两个不同的群体，中国政治文献发起人代表着国

家，是党或政府及其下属的组织或部分，而中国政治

文献译者则主要是受雇于发起人，隶属于政府翻译

机构的专业翻译人员。文本目的，主要是针对译者

的具体翻译活动而言的，为了让目标语读者尽可能

看到犹如“原作”一样的译作，译者“必须追求目标

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的意义之相当、语义之相近、

文体之相仿、风格之相称”［４］。但本文认为，中国政

治文献外译的文本目的，最终是要为其非文本目的

而服务的，因此，本文所言的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

的，主要是指非文本目的，是发起人的目的，一种代

表着“国家意志”的目的。中国政治文献译者在翻

译的时候，有必要了解发起人的外译目的，并且应当

与之趋同，竭力保持一致，在这个前提下，译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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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地兼顾目标受众的阅读目的。总而言之，中国

政治文献外译活动应当围绕外译目的展开。首先要

弄清楚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可以通过阅读已有

中国政治文献的内容，其中会涉及一些中国的对外

政策，实际上也暗含着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目的。

其次，可以对中国政治文献译者进行访谈，他们会直

接收到或间接地了解到发起人的外译目的，例如发

起人在翻译纲要中明示，或者译者通过其他方式推

测发起人的大致目的。

二、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的四大内涵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目的，即主要指中国政治

文献外译发起人所希望达到的非文本目的，包含以

下四个方面，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政治文

献外译活动的重要意义。

（一）政治目的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代表着国家意志，传递的内

容包含中国的大政方针等，也代表着中国的主流意

识形态。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

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与稳定的国际

政治环境，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中国的发展，

这实际上综合了中国的政治利益、社会与文化利益

以及经济利益。中国政治文献外译可以提升中国的

国际话语权，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的国

家软实力等，这些都是外译根本目的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

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

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表明中国共

产党是具有全球观的政党，将全人类的福祉也纳入

自己的决策视野，并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文献外译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各个国家各种语言。

此外，由于它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之下的一项伟大倡

议，更是需要各国政府在政治层面展开合作，相关决

策或决议需要以政治文献作为载体去传播乃至落实

执行。

（二）交流目的

它主要是指政治和文化层面的交流以及相关的

合作。国际受众对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依然缺

乏了解。“在政治体制方面，２０１３年近５０％海外受
众整体上对中国政治缺乏了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

政治理念与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政

治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２０１４年海外受众对中国
执政党的印象是权力集中、有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

组织严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道路和模

式的理解仍有所不同。”［５］由原语国家主动开展的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活动，体现出原语国家与世界积

极沟通的意愿，有助于打破西方主流话语的霸权地

位，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

“朋友圈”，达到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沟通交流的目

的。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纠正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的部分主流媒体）对中

国的误解或偏见，减少误读，增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

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让国际受众了解客观、真实的

中国，而不是某些国际主流媒体戴着有色眼镜透视所

看到的中国；另一方面有利于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的

良好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是

在译入语文化环境中塑造原作所处社会的国家形象

或文化形象。”［６］中国政治文献外译传递中华民族的

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华民族的政治理念，展现中国政

治制度的优越性，塑造的是正面而积极的国家形象，

有助于中国获得更多国际人士的认可。

（三）认知目的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旨在让国际受众了解和理

解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理念

等。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与社

会发展速度快，在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发展缓慢的大

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说一枝独秀，因此国际

社会渴望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论、发展制度

等。中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的腾飞，离不开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政府精心治理，而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理

念主要蕴含在中国政治文献之中，因此中国政治文

献外译，能够便捷地让国际受众了解中国国家治理

的理念。“中国重大会议决议决定文件、中国领导

人的对内和对外讲话就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新理念、发展新目标、改革新举

措的窗口，成为国外政要、媒体、智库研究中国执政

理念的一手资料。”［７］

（四）研究目的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还具有相应的研究目的，具

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中国政治文献译作可以供

国际受众（例如国外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学者等）

参考和研究，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让他们借助译作

来了解中国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中国政治文献

译作（当然还可以涉及原作等其他因素）可以成为

翻译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从而深化对翻译研

究的认识，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

三、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对外译的影响

中国政治文献译者应当首先考虑发起人的目

的，因为发起人在整个外译活动中处于核心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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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正如Ｎｏｒｄ所言：“发起人为了某种特定目
的而需要翻译。发起人对译作的接受或其他接受该

译作的人，都取决于这个目的。恰恰是这个目的，决

定了翻译需要满足的要求。”［８］中国政治文献外译

发起人的目的，是整个外译活动中的一根“指挥

棒”，它几乎可以影响到外译行为的各个方面。

因此，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对于外译活动的

影响研究，至少包含以下方面的具体研究内容：（１）
外译目的对于外译主体的影响，例如对于中国政治

文献译者立场的影响；中国政治文献译者对于外译

目的有着怎样的认识，赞同、中立、反对等；中国政治

文献译者是如何知道外译的目的，是通过发起人的

口头告知、还是翻译纲要、还是译者的推测。（２）外
译目的对于外译客体的影响，尤其是对外译客体的

创作和对中国政治文献外译选材的影响。（３）中国
政治文献外译的目的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例如对于

具体的外译策略和外译方法的影响。“‘要怎么译’

是一开始就被明确规定的，翻译要遵循的原则在很

大程度上与翻译所意欲达到的目的紧密相连。实际

上，确定正确的翻译目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采

取何种相应的翻译手段或方法的一个前提。”［９］外

译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中国政治文献

外译目的的影响。对于原文内容（或信息）的最大

忠实，是中国政治文献译者首先要考虑的一点。

（４）外译目的对于结果的影响，例如对于中国政治
文献译作最终面貌的影响，涉及定稿、排版和印刷、

出版与发行等。（５）外译目的对于中国政治文献译
作的传播与接受的影响，其中涉及对于受众和效果

的影响。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之相关的研究方法包

括：（１）由于外译目的对于中国政治文献翻译行为
的所有影响，都最终反映到中国政治文献译作之中，

因此通过考察译作，可以反向地来揭示外译目的所

产生的具体影响有哪些，这需要借助于文本细读法、

文本比较法（尤其是指译作与原作的比较）。（２）译
者访谈法。（３）副文本途径的研究方法。

下面仅举一个译者访谈的个案来说明外译目的

对于具体外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影响。在谈及《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情况时，黄友义指出“译文

要特别注意归化。……我们翻译的第一个目的是要

让别人看得明白”［１０］。可见在让目标语读者易懂的

这个目的之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者更倾向

于采用归化策略。此外，译者所秉持的这种翻译目

的，也影响到了具体章节标题的翻译，其中每一部分

的大标题，都进行了简化处理，比如“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被译为“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被译为“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ｒｅａｍ”，“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被译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等［１１－１２］。研究者

如果仅仅从语言转换层面进行考量或评估这些译

法，或许只能得出翻译“不充分”的结论，但是通过

译者访谈法，可以知晓其翻译目的所带来的影响，从

而明确这些译法有其合理性。最后需要注意的是，

外译目的可以影响到具体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

择，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外译活动的多种

因素经常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与影响，比如目标语

受众的需求等，既可以影响外译目的，也可以影响到

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因而研究者在谈及外

译目的对外译实践的影响之时，可能还会涉及其他

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这有助于更加系统深入地揭示

复杂的外译活动。

四、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实现的制约因素

曹明伦指出辨别翻译的文本目的和其他目的可

以依据目的的实现途径：“因为发起人的目的（无论

是政治目的、文化目的、经济目的或其他个人目的）

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去实现。……而实现文本目的

的途径却只有一条：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

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达

出来。”［３］１２８－１２９本文所言的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

是发起人的目的，是一种非文本目的，那也就意味着

“对外翻译”只是其中的一条途径，还存在其他多种

途径来达到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比如重视发挥

海外华人和来华留学生的作用，给他们提供必要的

支持，让他们以目标语受众能够读懂的语言、易懂的

表达方式来介绍中国政治文献的内容、中国政治制

度和体制等；也可邀请一批国外专家（尤其是政治

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到中国来深入

交流，学习中国的政治文献以及中国的政治体制和

政治制度，然后鼓励他们归国之后，直接用他们的母

语来创作，介绍中国的治国理念、大政方针等；还可

以是中国的著名学者，直接以英文撰写，以易懂的方

式介绍中国的政治理念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

管学者没有依据某一个原作进行翻译，而是依据自

己所搜集的诸多材料和加上自己的理解或阐释，进

行直接英文撰写，但是很多中国政治概念或术语，依

然是要用外语来表达，那么“翻译”也是其中一个不

可避免的重要成分，因此研究这些直接用外文撰写

的著作，与某些相关的中国政治文献译作进行对比

研究，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尤其是重要的中

国政治术语或政治概念。只是这种直接用目标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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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介绍中国政治理念、政治制度等的著作，不属于

“翻译”的范畴。我们还可以借助音频、视频等多模态

的方式，以非语言符号直接向受众传递中国的政治理

念等，这中间可以不涉及翻译、或者说涉及少量的语

言翻译。可见这种“对外翻译”之外的途径还有很多。

陈明明认为：“理想状态下，最好避免直接翻译概念性

的文件。要吃透原文的精神，用英文思维、写作，用英

语直接与受众沟通。”［１３］但这是理想的状态，实施起

来有很大难度，国内外都缺乏这类的人才，那么中国

政治文献外译，目前还是“对外宣介中国政治体制、理

念、制度、方针等”一条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至关

重要的途径。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实现途径及其制约因素

研究，包含的相关具体内容涉及：（１）中国政治文献
外译目的实现的途径、方式、方法等，尤其是聚焦在

“对外翻译”这条途径上，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外译

目的。（２）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各个主体，在实现
外译目的的过程中，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３）中
国政治文献译者是产出译作的一个关键主体，那么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考虑外译目的以及如何最佳

实现外译目的。（４）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之实
现，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或影响。可以划分出翻译

之内的因素和翻译之外的因素，翻译之外的因素非

常广泛，比如目标语读者、目标语社会、文化、历史因

素等，这些都是中国政治文献译者乃至发起人等外

译主体所无法掌控的因素，是一种类似于客观的存

在，因而属于翻译之外的因素。作为翻译研究者需

要适量考察翻译外因素，但是本文认为重点可以放

在翻译内的因素研究，例如外译主体的因素（译者

的翻译能力、发起人的支持力度和外译意图、原作者

的创作等）、外译客体的选材（在符合外译选材标准

的前提之下，要兼顾目标语受众和社会的需求。比

如针对发展中国家来翻译中国的一些“扶贫”方面

的政治文献，针对发达国家来翻译聚焦中国当前政

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政治文献等）、外译过程

的因素（在忠实于原作、准确达意、坚持原作者立场

的前提之下，兼顾目标语的表达规范等），翻译之内

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外译目的的实现。之所以重

视对翻译之内因素的研究，是因为这些因素是外译

主体可以控制的变量，可以积极改善和提升。（５）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是否实现的衡量标准或评价

机制。（６）中国政治文献外译之目的与中国政治文
献外译效果之间的关系。外译目的与外译效果有着

密切的联系，犹如硬币的两面，如果能够很好地实现

目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效果非常好；反过来，如果效

果好，那么也就自然意味着目的实现了，甚至超越预

期的目的。外译效果以及译作在目标语国家的社会

作用是通过受众来评判、衡量和实现的，而受众对外

译作品的评判，主要是依据译作是否达到或满足了

受众的某些具体目的。

相关的研究视角包括：（１）德国功能主义目的
论。Ｒｅｉｓｓ＆Ｖｅｒｍｅｅｒ借鉴行为理论的概念，将其引
入翻译研究之中，指出“翻译目的”是决定翻译过程

的主要因素［１４］。目的论主张，译本的预期目的决定

翻译的方法和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应遵循三个总体

原则，即目的原则（ｓｋｏｐｏｓｒｕｌｅ）、连贯原则（ｃｏｈｅｒ
ｅｎｃｅｒｕｌｅ）和忠实原则（ｆｉｄｅｌｉｔｙｒｕｌｅ）。因此，目的论
的理论视角，对于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实现途径

及其制约因素的研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２）认知
视角的译者研究。可以通过调查问卷或译者访谈的

形式，了解中国政治文献译者对于外译目的的认知

以及所采用的具体措施。（３）鉴于目的与效果之间
的密切关系，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还涉及目标语

国家的诸多因素，很多都是翻译的外部因素，那么就

还可以采用文化研究视角，通过考察目标语国家的

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因素等，分析它们对中国政治

文献外译目的实现的潜在影响或制约。（４）传播学
视角的外译目的实现路径与制约因素研究。翻译学

与传播学存在很大的相似性，甚至有学者提出：“翻

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活动，其本质是

传播，是传播学中一个有特殊性质的领域。”［１５］当

然，目前翻译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翻译学作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已经成为事实，因此不宜将它再归类到传

播学之下。还有学者提出了翻译学与传播学相结合

而产生的一门新的学科“翻译传播学”。因此，可以

看出传播学与翻译学关系密切，传播学之下的很多

研究方法、工具等，可以迁移到翻译学之中，对外翻

译的目的，既是发起人的目的，也是指经由译作这个

载体而希望达到的传播目的，因而传播学的视角也

有助于揭示目的实现途径及相关制约因素。（５）多
元系统理论致力于研究那些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

外部社会文化因素，因而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综上所述，本文所构建的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

的研究系统，其框架图如图１。
五、结语

在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活动中，外译目的占据重

要地位，它对外译活动的其他各个环节都有着影响；

反过来，外译各个环节也对于外译目的的实现有着

一定的影响或制约。因此，有必要开展中国政治文

献外译目的研究。本文梳理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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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系统的内容，希望能够对该分支研究领域的未 来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图１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研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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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对外汉语教师跨文化交际障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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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李畅（１９９２—），女，吉林四平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研究生。

摘　要：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有着文化的差异，跨文化交际障碍是不可避免的。正视跨文化交
际障碍，并深入挖掘不同文化的隐秘部分，才有可能找到解决措施。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是一个持续

的过程，语言、文化和交际能力都需不断提升。在此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具有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同时还应尊重、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摒弃思维定势、刻板印象和民族中心主义的束缚。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师；跨文化；交际障碍；思维定式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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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贸易的全球化合作，教育
的国际化视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汉语热”，越来

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和汉语感兴趣。行走在异

国街头常常能听到不同肤色的人说几句汉语，越来

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表示好奇与热爱。李安电

影、刘慈欣科幻小说，以及国际赛事的成功举办、

“一带一路”政策等文化输出，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

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

择到中国留学，对他们来说，首先需要过汉语关。这

些留学生几乎都已成年，必然带着本民族的文化基

因，基于这种现实，高校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时难免

会遇到跨文化交际的困境。那么，我们该如何克服

这种困境？

一、跨文化交际障碍

跨文化交际研究起源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的美
国，伴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引发的摩擦、碰撞和

交流而产生。随后这种研究的热情传播到了欧洲和

亚洲，乃至世界各地。《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

学辞典》对跨文化交际进行了解释：“指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之间的思想、信息等的交流。跨文化交际中

出现的问题一般要比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际

中出现的问题多。每个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文化习

俗和预见理解别人的话语。如果说话者的文化习俗

迥异，就很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导致交际的完全失

败。”［１］８０胡文仲给跨文化交际下的定义是：“具有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

际。”［２］１由于文化差异，以及建立在文化差异基础上

的交际需求，跨文化交际障碍是不可避免的。“跨

文化的关键是跨越文化障碍，而跨越文化障碍的根

本途径在于揭示各民族文化中的隐蔽部分，并在此

基础上设计出适合各民族文化特征的交际策

略。”［３］１０４正视跨文化交际障碍，并深入挖掘不同文

化的隐秘部分，才有可能找到解决措施。胡文仲具

体指出：“出现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原因有三种：第一

是认识上的误区。人们在与不同文化背景及风俗习

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中，常常会自然而然地认为

对方与自己的想法相同，当对方所做出的行为与自

己的思想所违背或超出自己的预期时，就会感到迷

茫、失望，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过程出现障碍，甚至

导致交际失败。第二是刻板的印象。尽管我们并没

有过去某些国家，没有与某种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接

触，但我们往往已经通过各方渠道对其有了先入为

主的印象，这就是所谓的刻板印象。第三是民族中

心主义。就是按照本民族的思想方式、宗教礼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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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风俗、行为举止和价值标准等去衡量来自其他文

化背景的人。”［４］２９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思维模

式，而思维模式的固化容易形成思维定式。思维定

式难免会导致胡文仲所说的认识上的误区，从而引

发跨文化交际障碍。为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顺

利交流，就要努力克服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

式。但这并不是说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要无底线地

退让，持守核心价值观是我们跨文化交际的底线。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此标准要求来自其他文化背景

的人，甚至强制他人接受。认清价值上的差异，尊重

不同的价值取向，是高校对外汉语教师避免跨文化

交际障碍应有的心态。

跨文化交际中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是一个重要的跨文化传播概
念，这个术语是由στερεó（ｓｔｅｒｅｏｓ）和τùπο（ｔｙｐｅｓ）
两个希腊单词构成，最初翻译为‘牢固的印象’或

‘固定的成见’。……在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

的著作《公共舆论》（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一书出版后正
式进入大众视野。”［５］１２８刻板印象被界定为在人脑中

的心理表征或认知结构，通常是无意识的行为，因此

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刻板印象通常被认为具有负面

属性，但现代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实际上有正面效

应，它通过简化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这个

层面的刻板印象被视为一种分类形式，这种分类形

式可以帮助我们简化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进行系统化

梳理；借助这种简化和系统化，我们针对某些信息可

以进行更容易的识别、回忆、预测和回应。”［５］１３０刻板

印象显然简化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但也难免带来偏

见、歧视和冲突。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

够意识到刻板印象的存在，并采取措施规避它的负

面效应。既然它是一种无意识行为，那么有意识的

认知和学习则是必要的。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显然

与偏见、歧视有关，这种歧视可以表现在语言上，也

可能通过行为显现。对于高校对外汉语教师来说，

无论在语言还是行为上的偏见，都会引起留学生的

不适，甚至会产生文化间的冲突，因此对不同文化的

包容性同样必不可少。

民族中心主义显然也会导致跨文化交际障碍。

“民族中心主义由两个希腊词根ｅｔｈｏｓ（民族）和ｋｅｔ
ｒｏｎ（中心）组成，意指以某人的文化为中心，以此作
为评判其他文化的价值标准。或者指个人认为本文

化优于其他文化的程度。萨勒（Ｓｕｍｍｅｒ）曾把民族
中心主义分为两部分：相信本群体的优越，随后相信

其他群体的低劣。”［６］８５中国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特

点，但也曾有过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历史。在清

朝，外来使节被要求向皇帝跪拜；清政府一度闭关锁

国，对西方世界的发展置若罔闻，这种民族中心主义

的交际态度最终让中国成了井底之蛙，踏入了近代

的屈辱史。在现代，民族中心主义主要以隐性的面

貌出现，在高校的语境中，往往表现在抬高某一民族

或种族文化而无意识地忽视其他弱势文化。很多高

校对外汉语教师都或多或少遇到过由此引发的跨文

化交际障碍，比如片面抬高发达国家文化，忽视发展

中国家的文化，这个问题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二、问题与建议

为了深刻感受高校对外汉语教师面临的跨文化

交际障碍，笔者用访谈的方式采访了大连理工大学

的三名对外汉语教师。笔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是：

“作为一名高校对外汉语教师，不可避免地要进行

跨文化交际，请问您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遇到过什

么问题吗？”受访教师回答该问题时提供了一些问

题场景，概述如下。

场景１：老师Ａ接到学院通知，要求收
取留学生护照。老师并没有明确说明原

因。留学生表示不能理解，因为护照对他

们来说就像是中国的身份证一样非常重

要，而且具有隐私性，如果只提出要上交而

不说明理由，他们表示没办法随便交。班

长把同学的担忧告诉老师后，老师才恍然

大悟，告诉留学生是为了给大家集体办理

签证。留学生明白后才安心上交护照。

从这个场景来看，老师 Ａ在认识上出现了误
区，他忽视了文化的差异，并没有考虑到留学生和中

国学生的区别。在中国的文化中，学生可以根据语

境明白老师的意图，很容易服从老师的命令；但对留

学生而言，他们没有长期在中国学校的语境下成长，

对很多直接性下达的命令不理解，这时需要老师详

细解释才行。而且，老师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护照

对留学生的重要性。对留学生来说，护照的意义和

中国人的身份证一样。所以，老师在设身处地换位

思考后，就明白了如何表达才能让留学生安心地交

出护照。从这个场景中，不难看出跨文化交际素养

的重要性，学会换位思考、站在留学生立场思考的重

要性。

老师Ｂ的案例可以说明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
场景２：一次老师讲课讲到了中国的

大熊猫，老师说：“中国现在城市化水平很

高，野生动物非常稀少，大熊猫作为国家级

保护动物，更是要放在保护区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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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就不一样，非洲的动物都是自由自在

地在草地上奔跑。”班里正好有几个非洲

留学生，其中一个非洲留学生反驳说：“老

师，非洲现在很多地方城市化水平也很高，

草原越来越少，很多地方已经看不到野生

动物了。很多动物也只能在动物园中看

到。我们也不是生活在原始时代。”这位

老师记得那位留学生显得有些激动，显然

想极力纠正老师的认识。

在老师Ｂ的刻板印象中，非洲到处贫穷，人们
吃不饱饭，城市化、现代化水平极低，这给野生动物

们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他想到了在纪录片中看

到的非洲动物大迁徙的场景，于是在课堂上进行如

上讲解。这位老师被当堂反驳，感到非常没有面子，

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一名对外汉语教师。但

是，他最终还是决定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他在课下

进行了调查，发现非洲很多国家的确发展得特别好，

而且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中非

合作等。他还了解到，非洲留学生毕业后的志向绝

大部分是回到非洲，振兴祖国。在他的刻板印象中，

他认为非洲留学生一定想努力留在中国。当他了解

到非洲留学生的真实想法后，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

刻板印象，反而对那些留学生由衷地表示敬佩。因

为他一直觉得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更具有优越性，他

们的话语更容易被聆听，他们的行为更容易被效仿，

他们的文化输出更容易被接受。他还通过了解他国

文化，逐渐知道了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

增强了做一名对外汉语教师的自信心。

老师Ｃ同样面临跨文化交际困境。
场景３：有一次一个留学生站起来背

诵前一天的学习内容，为了表示对他背诵

熟练程度的肯定，老师 Ｃ面带微笑地看着
他，结果这个学生突然停止背诵。于是老

师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而那位学生用更

疑惑的眼神看着老师。老师不明白为什么

这位学生突然停下来了？学生回答道：

“老师，我以为我背错了，所以停下来了。”

这个例子也许只是一次课堂中的小插曲，但却

能说明一些问题。在留学生眼里，对外汉语教师的

一举一动都是标杆，老师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

动作，都会被无限放大。所以，老师在上课前一定要

了解班级的学员构成，在课堂中不要轻易把本民族

的文化作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来表现。在对外汉语

教学的过程中，要三思而后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

要完全抛弃本国的文化基因。因为留学生在中国留

学的目的之一一定要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关

键是老师如何能够循序渐进地把我们的文化，以及

很多不言而喻的日常习惯穿插到课堂教学中。老师

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备课，而不能期待这些目

的自然而然地被学生了解，因为很多细节不经提醒

是不会被在意的，有时要刻意安排、规划才能达到更

好的效果。

三、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对策

克服跨文化交际引发的困境，对高校对外汉语

教师来说尤为迫切。“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交际

手段、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认知行为等方面”［６］９４

都是促进交际成功的要素，高校教师应该有意识、持

续性地提升各项能力。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可以从

教师个体、国际汉语学院和对外合作机构三个维度

考虑这个问题。

对教师而言，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是一个持续

的过程，语言、文化和交际能力都需不断提升。对外

汉语教师首先要对汉文化和汉语加强学习，并处理

好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之间的关系。让留学生学会

汉语，了解、喜爱汉文化是教学的主要目的。在语言

中教文化，在文化中教语言。比如中国的辈分文化，

可以通过汉语表达直观感受，叔叔、大伯、姑父、姨夫

在英文中都叫作 ｕｎｃｌｅ，但在汉语中却有不同表达，
体现出中国复杂的亲缘关系。对教学深浅的把握也

需要因材施教。留学生的水平良莠不齐，对本班学

生的汉语水平有个初步的把握是每学期第一节课需

要做的事。每节课课前备课、课中授课、课后反思，

都要把跨文化交际考虑在内。另外，处理好语言能

力培养和交际能力培养的关系同样非常重要。学习

语言是为了交际，高校对外汉语教师还需要帮助留

学生克服文化休克问题，让留学生提升自主克服跨

文化交际障碍的主动性。“文化休克”（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ｈｏｃｋ）由 Ｏｂｅｒｇ在 １９６０年第一次使用。“通俗地
说，一个人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原来自己熟悉的一

套符号、习俗、行为模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被另

一套新的自己不熟悉的符号、习俗、行为模式、社会

关系、价值观念所替代，因而在心理上产生焦虑，在

情绪上不安定，甚至沮丧。在严重的情况下，会产生

各种心理和生理方面的疾病。最严重的甚至会患精

神病或者自杀。这就是文化休克。”［２］１８８文化休克可

以通过跨文化训练的方式缓解，具体方法有增加对

异文化的知识，与异文化的人多进行交流，进行角色

互换表演等。

高校教师不仅在国内教授留学生，还有很多老

师到他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这就需要老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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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文化做更深入的了解，为了防止文化休克，也需

要通过跨文化训练的方式缓解。如去埃及，就入乡

随俗学习埃及的文化，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如去俄

罗斯，就了解俄罗斯文化等。这里的文化不仅包含

当地的人文地理等，还包括当地的语言。虽然对外

汉语教师是从事汉语教学的，但对当地语言的一定

了解，对汉语教学也会有很大帮助，因为这会帮助老

师了解当地学生学习的难点，更有利于老师顺利开

展教学，更容易产生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大多数国

家没有声调的区分，那么对声调的讲授就非常重要；

有的国家的语法结构是谓语在最前面，而汉语是主

语在开头，这些差异也都需要提前考察。对差异加

强重视，可以有效去除思维定式，摆脱认识上的误

区。高校对外汉语教师还可以通过加强理论学习，

掌握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方法。值得我们研读的

相关著作很多，如跨文化交际学之父爱德华·霍尔

的《无声的语言》（ＴｈｅＳｉｌｅｎ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９５９）、《隐秘
的维度》（ＴｈｅＨｉｄｄｅ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１９６６）、《超越文化》
（Ｂｅｙｏ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９６７），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学概
论》，等等。另外，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可以间接找

到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方法。

但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绝对不是教师可以独自

完成的，国际汉语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同样需要促

进中外跨文化交际。对高校对外汉语教师定期培

训，为留学生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对克服跨文化交际

障碍的举措提供政策支持等，都极为重要。

对外合作机构也应该为高校对外汉语教师提供

相应帮助。海外“孔子学院”可以提供培训课程，让

出国的高校教师更快地适应当地文化，了解当地学

生的情况。另外，相关部门应该帮助外派教师树立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让外派教师能够找到自我认

同，避免出现文化休克现象。去海外教授汉语的教

师肩负的不仅是语言传播的使命，更具有传播中华

文化的使命。包容他国文化是为了更好的教学、为

了更好的让世界了解中国，但如果一味地趋同于他

国文化，则失去了“跨文化交际”的宗旨和立足点。

只有在坚守中华文化基础上的交际，才是“跨文化”

的。而保障这些的不只是对外合作机构，教师和国

际教育学院同样承担着相应责任。

总之，为了更好地输出中华文化，更好地进行汉

语教学，需要克服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的障碍，这

不仅需要对本民族文化语言熟悉、能教，更需要具有

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同时还应尊重、理解他国文

化，摒弃思维定式、刻板印象和民族中心主义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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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线上展览与新媒体艺术的共生性

王玉君，程　原

（集美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作者简介：王玉君（１９９７—），女，内蒙古包头人，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综合材料与跨媒体。
通信作者：程原（１９６１—），男，河南郑州人，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学，Ｅ－ｍａｉｌ：ｙｅ

ｆｕ６１８＠１２６．ｃｏｍ。

摘　要：在可预见的后疫情时代，线上展览正成为一种持续性的文化表达方式和常态化的社会
需求。新媒体艺术也正在逐步线上化，同时线上展览则通过新媒体艺术的积极作用而获得了更高更

纯的艺术性。新媒体艺术与线上展览共同作为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产物，两者之间的连接、互动，使

之获得了更多更新的优势和特征。技术与艺术在线上化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发展，以致线展本身既

是艺术创作，也是艺术作品。这预示了新时代艺术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构成了两者现实互动与未来

发展共生的必要条件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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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上展览的存在方式与社会诉求
看展览是否一定要到现场，线上展览有怎样的

功能和前景，本就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受新冠疫情与防疫需要的客观影响，这一话题，更成

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行业，以及画廊、会展等市

场展览业当下的亟务和热点。显然，线上展览不仅

可免于人群扎堆聚集，而且不受时空限制，可以灵活

运用跨媒介、多媒体方式，全面展示、记录和存档艺

术家的作品或艺术文创产品，从而成为功能多维的

数据库。当然，一个优秀的线上展览，不仅同样需要

扎实的研究、策划和图像文本整理等基础性的工作，

而且也离不开强大的数字化应用技术的支持。

（一）线上展览的存在条件

线上展览简称“线展”。线展的发生和存在不

是偶然的，而是需要必要的条件，简要讲，有以下四

点：

１．可视化、感性化数字科技的发展成熟，奠定了
线展的基础。在硬件方面，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以

视屏电脑为基础，包括数字电视机、视频音乐播放

器、手机媒体、数字杂志、数字报纸、移动电视等多样

化电子终端设备和媒体形式的普及；二是与之相应

的应用网络传输技术、５Ｇ技术、大数据计算、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等高新信息技术体系的支撑。

２．与线展适配的应用软件与交互技术的繁荣和
丰富。不断发展成熟的硬件技术，为社会经济文化

活动的可视化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从各个方面

促进了日趋还原现实的线上展示、传播乃至交易活

动的维度和广度。目前，市场上已有大量专业的线

展应用程序。例如，手机端的各类艺术展览类Ａｐｐ，
艺术头条，ＶＡＲＴ雅昌艺术，观箴云简，在艺，开眼，
以及 ＩＭＵＳＥＵＭ，ＤＡＩＬＹＡＲＴ等等，同时还有可供人
们分享交流的社交类 Ａｐｐ，抖音，微信，微博，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等等。此外，还有类如平行展线，苦
瓜科技，知了云展，波镨，百度 ＶＲ等等专业的线展
策划与制作团队提供服务。

３．有关新媒体艺术人才的产出。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末９０年代初以来，我国高校开始不断开设和普及
有关新媒体的课程和专业，培养了越来越多的专业

技术人才。作为最具发展前景的专业之一，目前被

无数考生选择，这为线展设计乃至展览本身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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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及展览艺术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４．从更广的视野看，以计算机为媒介、作为一种
特定创作形式存在的新媒体艺术，也为线展提供了

支持。我们知道，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信息革命使
电脑计算机成为艺术家们日益广泛使用的一种创作

表现形式。至８０年代始，数字技术发展出的计算机
图形学，不仅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尖端的视觉表

现形式，而且使得数字技术快速融入视觉艺术各领

域的同时，既令新媒体艺术颇具设计性，也令现代设

计颇具艺术性，以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

相成且和而不同的新格局。

综合看，这四个条件，同时也是线展从硬件到软

件、从技术到人文的相因相生的四个要素。因为社

会、人文需要，在人性化和易用性上，反过来始终作

用着软硬件技术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这四个要

素，也在更高的和发展的艺术学概念上，进一步构成

了展览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存在的“展览艺

术”的线上发展的可能。

（二）线上展览的存在方式

目前线展的存在方式有三类：大众化、市场化的

形式；比较高端的专业化形式；更加前沿、更加艺术

的３Ｄ化形式。
大众化的形式主要都是存贮于移动终端，受众

通过所使用的的移动通信设备进行观看。虽然在此

当中，受众可以在软件商店中获得很多专业的线展

类Ａｐｐ，从而链接艺术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微博、抖
音账号的线展观看，也可以通过具有消息传播、信息

发布、商品售卖等多种功能的微信公众平台观看。

但是，对受众个体而言，前者孤立、零散和对终端内

存空间的消耗，以及后者呈现形式的单一的缺陷，是

这类展览形式的不足之处。因为线展既不应是资料

的堆砌，也不应仅仅是二维化的文本形式。

比较高端的专业化形式，这里特指依托技术团

队创办的虚拟数字展厅。作为目前线展的一种主要

存在方式或表现形式，主要被具有一定资金能力的

各大博物馆或美术馆所采用。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网上展厅模块当中，通过“云展览”形式，能够将文

字讲解与ＡＩ语音结合，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身临其
境地认识和体验世界艺术珍藏。显然，高新技术的

使用，不仅使得时空得以缩放，令人们不出国门即可

享受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名展，而且也让博物馆能够

无时限地向社会提供艺术大餐。当然，伴随这种形

式出现的流速卡顿带来的体验不畅现象，使得对展

览设计制作的创意能力投入极大，而且也对受众所

使用的电子设备、网络环境有着极高的要求。

所谓更加前沿、更加艺术的３Ｄ化线展形式，实
际就是正在不断融合新媒体艺术的３Ｄ虚拟技术艺
术化的线展。例如 ＡＲＴｅｃｈ的《永生》系列，即为最
具发展前景的“裸眼３Ｄ”数字艺术展。该艺术家工
作室通过采用二维码推介的方式，将艺术作品的文

字简介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传播媒介进

行推广放送。其中，在公众号页面特别设计相关热

键，以匹配“数字展览”页面；进而，在展陈设计中使

用计算机影像数字技术，以形成沉浸式体验和交互

热点。从而在全面的技术提升中对“云展览”宣传

的同时，首次成功地将《永生》系列裸眼３Ｄ数字艺
术展，分别带入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和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以近乎教科书的典范

性，展现了其“艺术 ×科技 ×空间 ×品牌”的“策展
型空间＋数字品牌营销”的全新概念。

（三）线上展览的社会诉求

对于线展，社会诉求是多方面的。现实看，存在

两大类：一类是正在发展的常态性的，一类是非常态

应时性的。两者又具有统一性。

所谓常态性需要，是指在社会成本、生活方式等

方面，更加切合快节奏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消费一

般诉求和取向的类型。这方面是历史趋势的、基本

的和稳定的需要，也是日趋主流的要求。快节奏的

生活现实，使人们一方面更需要文化生活，另一方面

又没有更多时间或是极少可能跨地区去博物馆、展

览会。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新途径、新方式，线展的

出现，有效节约了人们参观展览的路途时间，节省了

大部分的门票费用，同时能够让更多人有机会走进

博物馆、美术馆去接触艺术作品。线展的发展是艺

术平民化、大众化过程中的重要体现。

所谓非常态应时性需要，比如当今现实就是面

对新冠病毒，在做到防疫的同时，还要满足正常的社

会文化生活需要。毫无疑问，人们足不出户观看线

展，对防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疫情暴发以来，各

类线展呈现爆炸式的增长不是偶然的。但同时，这

在客观上又进一步促进了满足人们日常和长远需要

的线展建设和发展。事实上，疫情防控已经成为我

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化趋势。

综合看，目前人们的消费心理与选择已经日趋

网络化，这使得线上消费的优势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过程中逐步显现，这既要保证消费环境的安全性，

也要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

其中包括线展延伸出的在线艺术教育活动的热

点，也反映出了线展的社会诉求，在应时性中，更

多的培养、融合激发了常态化的社会需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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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二、新媒体艺术对线上展览的支持和作用

新媒体艺术不仅可以实现线展内容的视觉优

化、传播效率的提升，同时，其强大的链接作用，还能

够更好地促进线上线下的融合，提升和发展线展的

品质。

（一）新媒体艺术对线展内容呈现的创新作用

新媒体艺术对于线展的创新作用很多。简单

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受众群体的感官

与交互体验方面的创新；二是针对艺术家的新媒体

创作手法而言。

首先，新媒体艺术所运用的数字新媒体技术，能

够提升受众的整体观感与交互体验感。一般而言，

所谓线展，通常是将线下的实物转移至线上的虚拟

空间加以展示。这需要通过一系列交互设计来达到

与受众的沟通与交流，也需要数字化的、更讲究以各

种物质肌理、实体质感等逼真效果为能事的新媒体

艺术技能和作品的支持。例如，在各大艺术展上，

Ａｐｐ都借助ＶＲ推动了看展的热潮，而ＶＲ最大的特
点就是交互性。这一特点，让这种新的艺术媒介形

式更具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令作品与观众的距离消

除了很多，从而也让线展的整体设计更为清晰直观，

能够让观众从多角度了解作品的内容，丰富并深入

感受作品的艺术语言。［１］

其次，新媒体艺术当中所涉及的虚拟技术，能够

全面调动观者的多方面感官，从而从背景到空间，让

观者产生身临其境的语境感、在场感。同时，创作者

们的各种媒体形式的技术运用和艺术手法，让作品

展陈乃至整个展览形态，变得更加多样化和艺术化，

从而能够给欣赏者带来更加丰富的感官刺激，并且

也让科技与艺术实现不同领域间的多元融合与发

展。

综合看，作为科技与艺术互动互化、从而更具创

新活力的新媒体艺术，具有一种积极的消解性。这

种消解性，通过“消解着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也消

解着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消解发

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边界”［２］等方式，体现为自身

的创造性和建构性，由此推动信息环境、社会环境的

逐渐演进和递升。

（二）新媒体艺术对线展传播和用户扩展的影

响

１．新媒体艺术使得线展的传播方式更加数字
化。在新媒体时代，艺术传播活动以媒介的迅猛发

展为基础，令艺术交往活动不仅更加具有互动性，而

且呈现出大众化、多元化和交叉性的传播特点。线

展的传播与用户扩展，同样依赖并同步于网络互动

技术的发展。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技术不断推进

下，目前人们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时空局限，通过物联

网无限制地提供艺术咨询。

２．新媒体艺术提高了线展内容传播的普及程
度。目前线展主要是以“云演”“云直播”等新兴传

播模式进行。这种艺术传播方式的网络化，提升了

艺术的普惠性，让大众通过网络化形式更好地了解

艺术、感受艺术。这种对艺术的门槛消减，启发带动

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同时，这种以人机协

作为载体的艺术生产，使得美术、音乐、影视、文学等

艺术不再深藏象牙塔内，普通大众都可以借助网络

平台进行展播，由此建构起艺术传播的新形势、新氛

围。

３．新媒体艺术正在激发新的线展交易方式。美
术馆的数字化、新媒体化，使之仅通过一个系统，即

可展现美术馆全部的信息和美术作品，令作品信息

查询更为简易。人们可以足不出户随时了解美术馆

的最新信息。人们只需通过微博、微信订阅号等日

常信息渠道，随时随地进行艺术消费活动。

４．新媒体艺术能够提高线展的经济价值与商业
变现能力。新媒体艺术通过艺术形式的不断转换，

拓展受众群体，进而有效提升艺术的覆盖率，使得艺

术在网络媒体的催化下形成一种语言符号，并通过

人际交往对于这种艺术化的语言符号不断更新与进

化，更好地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传统的艺术符号

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形成了新的结构形态与意义，

这种符号在网络环境下具有更好的即时性、形象性

与可视性，商业价值的附加也促进其经济价值的增

长。

（二）新媒体艺术对线展叙事语境的重构

就国际语境而言，展览作为一种广义的综合艺

术创作和作品，令新媒体艺术对线展的叙事语境的

重构，一方面作用于线展的策划、设计思维的重塑过

程当中，另一方面对于线展的逻辑关系转化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可谓是艺术设计与艺术创作的融合。

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一是在新的网络语境当中，要注意发挥新媒体

艺术对线展各项功能的促进与整合的作用，打破策

展的旧有思维，创新传播形式。这也有助于突破展

览叙事的时序性思维，进而转化为共时性思维。随

着在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推动，艺术

的大众化已经成为目前社会文化的主流趋势，因此，

我们应有共时性的策展思维。就好比蓬皮杜艺术中

心对于之前法国文化艺术体系的冲击，其采用了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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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的组织架构，选择更为开放、可塑的空间，并鼓

励跨学科、主题性等新颖的策展方式，力图打破不同

学科的分界和社会等级的区隔与对立，以吸引不同

背景的大众。

二是发挥新媒体艺术对线展本身从“以物为

本”向“以人为本”转位的助推作用。事实上，这也

是从传统的以展品为中心，向以观者为中心的展览

理念的转变。在线展的这种新特的逻辑关系中，依

据从线上创意形式到观众的一切体验和感受，都依

附于可选择、可互动的新媒体技术这一特点，不仅让

观众成为观看的主体，而且还要让这种主体通过其

兴趣点和体验等首要因素的考量，兑现为对大众提

供切实的服务，从而促使艺术接受与消费的策展目

的得以落实。

综合讲，新媒体艺术既是线展的艺术策划与设

计要素，也是线展的艺术化的整体面貌。这种相辅

相成与互动互化，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对“感官叙事”

的渴求之心，同时也能够在沉默的作品背后和二维

关系中，发掘出隐匿更深的内涵，创造出更多更高维

度的精神享受。

三、线上展览与新媒体艺术之间关系的共生可

续性

就艺术媒介论而言，新媒体不只是一种新的设

计媒介与效果的实现途径，同时，新媒体也作为一种

新兴的艺术创作语媒而广受大众的喜爱。每年大量

的新媒体艺术展览也备受追捧，在疫情影响下，新媒

体艺术作品的展示也自然转移到线上，以至于与线

展一道，形成了“新上加新”的交集合流与共生发展

模式。

（一）线展本身作为一种新媒体艺术表现方式

苏珊·阿里特（ＳｕｓａｎＡｃｒｅｔ）指出：“新媒介艺
术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词，其主要特征是先进的技术

语言在艺术作品中的使用，这些技术包括电脑、互联

网及视频技术创造出的网上虚拟艺术、视像艺术以

及多媒体互动装置和行为。”［２］所以，新媒体艺术既

是线展实现的途径和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综合了现

代媒介技术的跨学科的新艺术集成形式。例如，清

华大学１００周年校庆的新媒体灯光秀《大先生》，该
作品在网络上有同步的线上展出，发挥了更大的价

值，也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不妨这样说，新媒体艺术的艺术表达，需要借助

线展的技术形式进行呈现和传播，而线展则通过新

媒体艺术的积极作用而获得了更高更纯的艺术性。

新媒体艺术与线展共同作为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产

物，两者之间的连接、互动，使之获得了更多更新的

优势和特征。其中，新媒体艺术创作的技术性与艺

术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及其在线上化的过程中，令技

术难度的攻克与技术支持的重要性更为凸显，一些

真实的感官体验的传达与实现，迫使线展艺术与技

术的不断融合和提高，以致线展本身，既是艺术创

作，也是艺术作品。

（二）线展中新媒体艺术的大众化发展

相对于传统艺术，新媒体艺术，特别是伴生于面

向大众的网络线展的新媒体艺术，从其诞生起，就具

有大众性。不仅线上展示的新媒体艺术以其互动

性、便捷性、平民化等特点，大大促进了艺术大众化

的过程，同时规模化、专业化的线展形式，则更是加

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正因如此，线展中的新媒体

艺术，其社会性功能也日益彰显。具体有以下两个

方面：

其一，新媒体艺术是艺术大众化发展的必然结

果，也是全球化文化语境之下的产物。线展的互联

网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其大众化的发展趋势。“随

着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不知不觉中人们已进入了

这样一个沟通环境：视觉形象、声音与文字、广播与

传播、个人沟通与公共沟通，所有这些都融合成一个

以数字媒体为基础的整体，从而形成一个以用户为

中心的媒体环境。”［２］线展正是依赖这样的沟通环

境而建立发展，因此线展本身具有牢固的大众基础，

以此来促进新媒体艺术的大众化发展。

其二，新媒体艺术的发展，早已与数字化网络化

的社会大众生活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新媒体艺术

本身就是一种数字化、线上化的存在。就此现实形

态和历史趋势看，它似乎已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是

逐渐成为一种联系人与信息世界的最为基本而普遍

的中介。作为当代文化与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

界面，人们通过它来交流、学习和把握世界。而作为

这一界面的专业化与优质化，线展的建立，同时也建

立起了一个虚拟的线上交流平台，所有的受众都可

以在此相互探讨。可以说，新媒体艺术与线展的同

构性，以及所共有的社会交互性，不仅改变了文化艺

术的生态环境与传播形式，同时也构成了不同文化

间相互交流的渠道和机制，从而促进社会大众与历

史文明的碰撞、融会和提升，以致对人们的审美意识

和艺术理想带来更加积极的深刻影响。

（三）线展中新媒体艺术的多样化发展与共生

新媒体艺术与线展的共生性，主要体现在：新媒

体艺术的线上化发展、新媒体技术对个性化线展的

支持，以及对艺术家的创作媒介的改变等方面的相

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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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当今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趋势下，新媒体

艺术的传播与发展极其需要依赖线展的方式与传播

模式。事实上，目前比较受大众喜欢和追捧的，是一

种沉浸式的新媒体艺术表达方式，这种方式能够很

好地体现新媒体的感官性与互动性。但是，将这种

沉浸式的新媒体艺术转移到线上后，则会因技术局

限而对这两种优质特性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这也

是目前科学技术亟需解决的问题。例如，一些有关

嗅觉、触觉的作品，无法在线展中完全呈现出作品本

身的特性。

其次，线展的形式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保持

自身的个性。当然，展示空间由实体空间延展至数

字化虚拟空间，同时也客观延伸出了线上线下各有

特性且共生发展的问题。对于多感官沉浸式的艺术

展现方式问题，一方面寄望于网络人工智能设备与

技术的发展来不断解决，另一方面，在数字化新媒体

跨界融合的趋势下，需要线展连接创作者与观众的

心，通过艺术心理学支持的艺术与技术调动人的联

觉与通感，努力弥补现实之不足。这对线展策划与

设计，以及新媒体艺术创作者而言，就是要不断探索

当代艺术形式的全新表达，给观众创造全新的观展

体验。为此，线展还肩负着更多的艺术展示方式与

资源开发的重任，而新媒体艺术，则无论是在功能层

面还是在创作表达层面，也都面临着新的探索空间

和可能。艺术最让人心动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促进

人类心灵的不断提升和精神的不断解放，并伴随人

类的发展而发展。［３］

四、结语

新媒体的艺术介入，新媒体艺术的线上化，以及

线上展览与新媒体艺术的艺术化融合与共生，引导

着艺术从物质化到数字化、精神化、体验化的转变历

程，向人们展示了更加丰富的艺术世界，也带给人们

很多前所未有的新体验。在艺术走向大众化的道路

上，新媒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线展在与新媒

体艺术融合的同时，也在展览艺术化的进步发展过

程中，不断促进新媒体艺术的进步和发展。这预示

了新时代艺术发展的一种趋势，展现了现代大众对

于鲜活生命力的价值取向。不止如此，在线上线下

融合统一的趋势中，新媒体艺术更是其实现连接的

关键因素。这样的实践机制和发展模式，对于艺术

家、策展人，提出了要切实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做好

线上线下融合、互化工作的新要求，并基于用户反馈

信息和数据分析，整合多方渠道、融合多种媒介，通

过新媒体艺术创作和线展设计，延长展览生命周期，

以及超越性的视觉效果，令线上新媒体艺术与展览

的互动与共生，合力推进线上线下艺术实现的新发

展、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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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报》与鲁迅思想的传播

孙拥军，何亭龙
（河南理工大学 中文系，河南 焦作 ４５４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２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台湾新文学作家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承续研究”（１７ＹＪＣ７５１０３４）
作者简介：孙拥军（１９７８—），男，河南夏邑人，文学博士，河南理工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

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鲁迅研究、港台文学研究。

摘　要：《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具有民族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不甘为
奴，到祖国大陆寻求真知，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成就引介到台湾，尤其是将中国新文学奠

基人鲁迅及其思想、精神传播到台湾后，对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鲁迅思想与精神的传播历程中，

作为台湾新文学初创时期重要期刊《台湾民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大量刊载鲁迅的作品，更

重要的是弘扬鲁迅“抗拒为奴”的反抗意识，对台湾民众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产生了重要影

响，同时，台湾新文学作家也继承起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融会于文学创作中，启蒙大众，唤醒民众

的自立精神，也推动了台湾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与祖国大陆新文学同根同源。

关键词：《台湾民报》；鲁迅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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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受到日本半个世纪
的殖民统治（１８９５—１９４５年，史称日据时期），殖
民者在政治上强力镇压台湾民众的反抗运动与经

济上疯狂掠夺的同时，在文化上更是极力推行同

化政策，实施“殖民教育”“奴化教育”“愚民教

育”，强制台湾人民接受日本文化，企图割断台湾

民众与祖国大陆在精神上、情感上的联系，全力消

除中华文化的一切影响，但这完全阻止不了台湾

民众对于中华民族在思想深处的归属与认同。台

湾具有民族良知的知识青年，渡过海峡，到祖国大

陆寻求真知，将五四精神引介到台湾，与大陆学者

一道发起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在台湾新文

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开展进程中，《台湾民报》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媒介，将大陆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精髓传播到台湾，对台湾民众产生极大

影响，尤其是鲁迅思想与鲁迅精神在台湾的传

播，更赋予了台湾民众抵制侵略、不甘为奴的抗

争精神。

一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１９１６
年更名为《新青年》），提出“民主”“科学”的口号，

汇集了众多的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

１９１７年，这些五四激进的现代知识分子，又发起文
学革命，反对文言，倡导白话，积极推动中国新文学

的诞生与发展。１９２０年代初，具有民族良知与使命
意识的台湾青年知识分子张我军、张深切、张秀哲、

黄呈聪、黄朝琴、洪炎秋等人，相继渡过海峡，来到祖

国大陆寻求新思想。受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的影响，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回台后，也仿效

《青年杂志》创办了《台湾青年》（１９２３年改版为《台
湾民报》），发起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让有民族

使命感，敢于抗争的台湾文化精英聚集在刊物的周

围，积极引介大陆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辉煌成

就，将五四精神传播到台湾，对台湾新文学的诞生产

生了深远影响。由此而言，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在

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而发生的，二者之间

·１８·



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正如台湾新文学学者黄得时

所说：“台湾……新文学运动，可说受到祖国‘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大。我们从当时所发行的

许多杂志可以证明，同时在那个阶段，本地有好多人

在北平念书，如洪炎秋、苏芗雨、苏绍文以及张我军、

许乃昌等。他们写了很多文章在《台湾民报》发表，

如张我军、苏芗雨等多位。可见台湾新文学运动，受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大。”［１］另一位台

湾新文学的亲历者廖汉臣也说：“第一次世界大战

发生后，新的思想澎湃汹涌，台湾就是在这影响下展

开了新文化运动。此外，促进这个运动的因素就是：

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２］学者刘洪林

也在研究中呈现，“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本质上，

它始终追求着‘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倾向，也可以

说：它是发源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主流中的一个光荣的

传统与灿烂的历史的支流”［３］。

在《台湾青年》的创办过程中，台湾诗人、民族

运动的先驱林献堂（１８８１—１９５６）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他毕生致力于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坚守民族

本位意识，终生不穿和服，信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活

方式，坚持与日本殖民者进行不屈抗争。１９１４年１２
月，林献堂与台湾爱国人士先后成立同化会、台湾青

年会等民族解放运动团体。１９１９年，又与蔡惠如等
人成立启发会；１９２０年，又改为新民会，并担任会
长；７月，新民会与台湾青年会仿效《新青年》杂志创
办《台湾青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对《台

湾青年》的创刊寄予较大的厚望，希冀它成为台湾

新文学建设征程上的《新青年》，并题字“温故知

新”。１９２１年１０月，由林献堂发起，在台北成立了
台湾文化协会，进行台湾社会改良，启蒙民众的思

想，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抗争意识，争取民族独

立，抵制日本的殖民统治。翌年４月，为增强杂志的
民族意识，将《台湾青年》更名为《台湾》。１９２３年４
月１５日，在对《台湾》杂志改版的基础上，创版《台
湾民报》，由原来的半月刊改为旬刊。创办两年后，

应民众的要求，又改为周刊，以扩大发行量与影响

力。在《台湾民报》的创办过程中，台湾新文化运动

的旗手张我军、台湾新文学的“奶母”赖和、台湾新

文学先驱杨云萍等人，都参与到期刊的编辑工作，并

以此为平台，撰写文章，弘扬民族意识，唤起台湾民

众的爱国精神。正如《台湾民报》在“创刊词”中的

声明：“我们处在今日的台湾社会，渴望平等，要求

生存，实在非赶紧创设民众的言论机关，以助社会教

育，并唤醒民生不可了。……所以这回新刊本报，专

用平易的汉文，满载民众的知识，宗旨不外欲启发我

岛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气，以谋台湾的幸福。”又在

《增刊预告》中阐明办刊宗旨，“用平易的汉文，或是

通俗白话，介绍世界的事情，批评时事，报道学界的

动静，内外的经济，提倡文艺，指导社会，联络学校与

家庭等”。

《台湾民报》，作为台湾新文学初创时期的重要

期刊，创刊后积极倡导白话文，呼应大陆的新文化运

动与文学革命，成为推动现代白话创作与传播大陆

五四文学成就的重要期刊，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有

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台湾民众的思想

与文化启蒙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始终坚持民族主

义立场，用汉文出版，传播中华文化，抵制日本文化

“同化”，并揭示殖民者的残暴统治，斥责总督府的

种种苛政，反对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的歧视与不

公待遇。［４］６１２

二

《台湾民报》创办之始，祖国大陆的新文化运动

与文学革命正在蓬勃开展，并已取得较大的成就。

张我军、赖和、杨云萍等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

是通过《台湾民报》将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

火种洒播在台湾，将五四新文学的发展经验借鉴于

台湾新文坛，把海峡两岸的文学融合在一起，赋予台

湾新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的同根同源。为推动台湾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台湾民报》还积极介绍大陆五

四新文学的理论、发展状况与辉煌成就，为台湾新文

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在《台湾民报》创刊号和１卷２
期上，就连载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提出者胡适的第一

部现代戏剧《终身大事》；１卷３期又刊载了他所翻
译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１卷４期发表了
时在上海读书的台湾青年许乃昌的《中国新文学运

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

了大陆新文学的理论与作家作品。２卷１０期发表
了另一台湾青年苏维霖的《廿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

文学革命的略述》一文，该文章源于胡适的《中国５０
年来之文学》而写成的。后又连续六期刊载了蔡孝

乾的长文《中国新文学概观》，以及刘梦玮、郭沫若、

郑振铎等五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由此而言，在大

陆新文学的引介与传播上，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

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文学革命的

先行者，他对于中国新文化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在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上，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无论他的理论倡导还是文学创作，都是五四新文学传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以国民性批判为核心的

“立人”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２８·



毫无疑问，台湾学界对大陆五四新文学成就的

引介与传播上，鲁迅及其创作是必不可少的，也必然

会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从现有的文

献史料来看，最早在台湾介绍鲁迅作品的文章是台

湾青年许乃昌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中国新文学

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刊于１９２３年７月
１５日第１卷第 ４号，署名秀湖生），分别介绍了五四
文学革命发起者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

学改良刍议》两篇针对旧文学的战斗檄文，以及鲁

迅、王统照、冰心等作家的概况与文学创作。随后，

其他台湾进步报刊，也相继刊载鲁迅的作品，传播鲁

迅思想与精神。

《台湾民报》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引介尤为重

视，突出鲁迅在五四文坛的重要地位，扩大鲁迅在台

湾的影响。从１９２５年起，相继刊载了的鲁迅作品有：
《鸭的喜剧》（第４１期，１９２５年１月１

日）；

《故乡》（连载于第５１、５２期，１９２５年
４月１日、４月２日）；

《牺牲漠》（第 ５３期，１９２５年 ５月 １
日）；

《狂人日记》（连载于第 ５５、５６期，
１９２５年５月２１日、６月１日）；

《鱼的悲哀》（爱罗先坷的作品与说

明）（第５７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１１日）；
《狭的笼》（商务印书馆《爱罗先坷童

话集》）（连载于第６９、７３期，１９２５年９月
６日、１０月４日）；

《阿 Ｑ正传》（连载于第 ８１、８５、８７、
８８、９１期，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９２５年１２
月６日、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３日、１９２５年１２月
２１日、１９２６年２月７日）；

《杂感》（第 ２９２期，１９２９年 １２月 ２２
日）；

《高老夫子》（第３０７、３０９期，１９３０年
４月５日、４月１９日）。
从《台湾民报》刊载的有关鲁迅的作品情况来

看，可谓深思熟虑，匠心独具，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

涉及鲁迅创作的多个层面，既有其创作的新文学白

话文作品，又有他翻译的外国文学家的作品；既有他

的小说作品，也有杂文作品。同时，也可以看出《台

湾民报》对于鲁迅作品的选择非常具有典型性与代

表性，这些作品最大的特征就是集中体现了鲁迅的

国民性批判思想。在《台湾民报》上连载的鲁迅的

小说《狂人日记》《故乡》《阿 Ｑ正传》《高老夫子》

等，前三篇出自小说集《呐喊》，后一篇选自小说集

《彷徨》。《狂人日记》发表于１９１８年《新青年》（４
卷５号），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这篇小说之于中国新文

学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故乡》是鲁迅１９２１年创
作的小说，最初发表于《新青年》（９卷１号），不仅
是他创作的第一篇现代乡土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第一篇乡土文学作品，鲁迅由此也成为现代

乡土小说这一文学流派的肇始者。《阿 Ｑ正传》是
鲁迅创作的唯一中篇小说，创作于１９２１年１２月，最
初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这部小说最集中地体现

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对于愚弱民众备受封建

制度的毒害而不觉醒的麻木思想与精神状态，充满

愤懑之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也正是鲁迅

“抗拒为奴”“不甘为奴”思想的体现。

另外，张我军在编辑《台湾民报》时，发表《台湾

新文学应该读什么书》一文，向台湾民众较为详致地

推介大陆新文学作品，将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

徨》列为必读书目的首位，以扩大鲁迅在台湾的影响。

鲁迅及其作品在台湾的传播，受到民众的全面

关注与接受。台湾新文学作家刘大任曾回忆过当年

所受到的鲁迅影响，他偶然间读到鲁迅的一部作品，

反复品味，以致兴奋了一个月。［５］另一位新文学作

家郑鸿生在就读于台南第一高级中学时，在老师那

里借到手抄本《阿 Ｑ正传》，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
阅读。［６］台湾新文学的先驱作家杨云萍也谈到，鲁

迅先生的《阿Ｑ正传》等作品，都被当时的青年所喜
爱，对青年人的影响也最大。［７］由此可见，鲁迅及其

作品，由《台湾民报》刊载、传播后，对台湾新民众的

影响至为深远。

受《台湾民报》的影响，《南音》等期刊在对大陆

新文学以及鲁迅作品的引介与传播上，也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１９３１年秋，由台湾新文学作家赖和、
郭秋生、叶荣钟、吴春霖、许文达、黄城等１２人发起
并成立南音社。翌年，创办文艺半月期刊《南音》，

发表具有台湾乡土意识以及现实性、批判性较强的

文学作品，对台湾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深远

影响。同时，《南音》也积极传播大陆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成就，尤其是鲁迅等其他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如

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的作品《池边》（第 １卷第 ５
号）以及《鲁迅自叙传略》、《俄译本〈阿 Ｑ正传〉序
及著者自叙传略》等作品，与《台湾民报》互为呼应，

共同推动台湾新文学的发展。除《南音》外，随着其

他一些进步的文学期刊的相继创办，如《台湾文学》

《台湾战线》《洪水报》《晓钟》《明日》《赤道》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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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期刊都以爱国主义为基调，激发台湾民众的爱国

热情，重铸民族的自信心，以推动台湾新文学的快速

发展，紧紧与大陆新文学接轨与融合，强化对祖国的

认同感与归属感。

三

在日本殖民时代下，台湾民众面临着比大陆更

为艰巨的民族使命，反封建的任务依然是一个漫长

的历史进程，如何用现代理念去启蒙与拯救民众，唤

醒被封建礼教纲常桎梏与束缚的麻木灵魂，必将是

台湾现代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课题，而更为重要的

是反抗日本殖民者政治统治、经济侵略与文化“同

化”，凝聚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承续中华文化

传统，重铸民众不屈的抗争精神，这也是台湾民众共

同的心声。台湾的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既要反

对封建旧文学、旧思想、旧道德的影响，又要面临着

反封、反帝、反殖的多重历史使命，处于日本殖民统

治下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具有民族良知的现代知

识分子，不甘为奴，致力建构台湾新文学的中华民族

立场，认同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增强民族的自信

心，克除民众思想与精神上的陋习与陋病，成为精神

与肉体均健全的国民，去反抗殖民统治，驱除殖民

者，尽早取得民族解放，回归祖国。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台湾迫切需要的是

强化民族意识，凝聚反抗侵略、抵制压迫的民族精

神。因而，同为炎黄子孙的台湾新文学现代知识分

子们，与鲁迅有着一种天然的内在契合，他们从五四

新文化传统的视境中选择接受鲁迅思想与鲁迅精

神，也自始至终地与鲁迅创作所表现出的同情弱者

反抗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完全同步。

鲁迅，毕其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与封建纲常

礼教进行着毫不妥协的不懈斗争，以人道主义为武

器，去拯救愚弱国民的灵魂。鲁迅的创作在思想内

涵、艺术形式上都具有新的开创性，而且他更为关注

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宗法制社会下乡土中国的社会

现实，以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敏锐视角对底层民众

的生命状态，进行理性思索和审美批判，唤醒麻木民

众的觉醒，激发他们的抗争精神。而在日据时期的

台湾，鲁迅的思想、创作理念及其国民性批判思想所

融合的“抗拒为奴”精神，被台湾新文学作家所继承

与延续，将这一精神与时代主题、民族责任、历史使

命以及自我的忧患意识、文人情怀相结合，以唤醒愚

昧麻木的台湾民众自觉与自省，激起民众的反抗意

识，抗拒殖民，抵制侵略，寻求民族解放，认同民族文

化与民族历史，增强历史使命感与归属感。

同时，《台湾民报》对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

学革命成就的引介，尤其是对于鲁迅及其国民性批

判思想的传播，也获得台湾知识界的普遍接受与认

可，给台湾民众的反殖民化、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以

最大的精神鼓舞。正如台湾新文学作家杨逵所说，

在鲁迅的影响下，用文学作品去讲述台湾民众的血

泪生活，揭露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必然是台湾新文学

作家最关注的主题，也必然是台湾新文学作家共同

的心声。［８］由此而言，台湾新文学作家对于鲁迅思

想与精神的承续，倚重的是鲁迅的反抗意识、民族正

义感与反帝反殖反封建的精神以及“抗拒为奴”的

思想精髓，他们要借鲁迅资源获得精神力量，这正是

台湾民众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最迫切需要的这

种“抗拒为奴”的斗争精神，“他们是带着被殖民化

的记忆，以一种反抗奴隶的自由的心，自觉地呼应了

鲁迅的传统”［９］。台湾新文学作家在反封建礼教、

反抗殖民统治的层面接受鲁迅，其“抗拒为奴”的思

想给予赖和、杨逵、吴浊流等新文学作家以内在力量

和精神支持。从这一层面来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

思想已经被台湾新文学作家作为精神武器，揭示与

疗救数千年的封建思想给民众精神与肉体带来的创

伤，更重要的是暴露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以唤醒

民族的自立意识与反抗意识，即站在五四精神的立

场上，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展现国民的麻木心

态与苦难历程；站在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立场上，

对殖民者的虚伪与残暴进行无情揭示，以凝聚民族

精神，展现中华民族“抗拒为奴”的不屈灵魂。

在鲁迅的影响下，台湾新文学作家的创作“走

的也是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继承中国文学

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汲取外国文学的有益营养，以客

观写实的笔调，将日据时期台湾下层人们的不幸和

上流社会的堕落生动地描写了出来，显示出其强烈

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台湾新文学的发展途中拓

开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大道”［１０］。台湾的新文学创作

诚然如此，在台湾的新文学发展史上，赖和、杨逵、吴

浊流、吕赫若、杨云萍、杨守愚、龙瑛宗、张文环等新

文学作家，都主动承续起鲁迅思想及其创作理念，将

“抗拒为奴”的精神融会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让台湾

民众在阅读作品时，潜移默化间延续了这一精神。

如被誉为“台湾的鲁迅”的新文学作家赖和，曾在大

陆行医，虽然从未与鲁迅谋面，但在文学创作上就深

受鲁迅的影响，他发表于《台湾民报》上的小说《斗

闹热》（第８６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１日）、《一杆秤仔》、
（第９２、９３号，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４日）、《不如意的过年》
（第１８９号，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蛇先生》（第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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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５、２９６号，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１１日、１８日）等小说
作品，无时不闪现着鲁迅的思想与精神，既体现反封

建的课题，又凸显出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抗

侵略的新内涵，将日本殖民者的凶残、贪婪、狡诈、虚

伪的丑恶行径展示得淋漓尽致，为台湾新文学竖起

了一面反封、反帝、反殖的旗帜，奠定了台湾新文学

小说创作的社会写实方向。［１１］

从上述探究可知，鲁迅及其思想、精神在台湾的

传播，《台湾民报》确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

了台湾新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创作的开展，并构架

起海峡两岸新文学间的桥梁，二者一脉相承，同根同

源。《台湾民报》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具有不可替代

的使命价值与特殊意义，它的存在为其他报刊树立

了典范，虽然处于日本殖民者的高压统治下，但仍坚

持民族主义的立场，为台湾民众争取民族独立、反抗

殖民侵略，鼓舞呼喊。同时，它聚集了具有民族良

知、敢为民族自由解放代言的作家群体，为他们的文

学活动提供了文艺载体。台湾新文学作家叶荣钟曾

给予《台湾民报》较为客观的评价：一是在大陆五四

文学革命的影响下，将现代白话文引介到台湾，推动

了台湾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二是让台湾现代知识

分子认同与接受五四传统，在思想、情感上摒弃日本

殖民文化的影响，主动回归中华文化，弘扬民族意

识，在台湾民族运动上的意义非常重大。［４］６１２其实，

《台湾民报》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让鲁迅的思想、

精神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得以传播与弘扬，并赋予了

新的内涵，鼓舞了台湾民众反封、反帝、反殖的决心

和信心，也深化了鲁迅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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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媒体信息无障碍传播供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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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电视无障碍信息供给主要呈现出荧屏字幕信息日渐丰富、手语栏目如雨后春笋的
良好发展趋势，但仍存在字幕信息缺乏完整性、手语节目看得费神费力等不尽如人意现象。提出加

强电视媒体的信息无障碍建设顶层设计应精准施策、运营商应研发新技术、制作方应选用合格手语

译员和打造听障者专属栏目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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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无障碍”理念产生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意为发

展中没有阻碍，活动顺利进行，旨在倡导残障者拥有

平等、便捷的生活权益。信息无障碍的含义是“无

论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

能够从信息技术中获益，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

平等地、方便地获取信息、使用信息”［１］。自 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颁布《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以来，信息无

障碍建设已经成为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评估指

标。伴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听障者

在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中，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已经

成为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电视作为当今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载体，集声、

光、电、图、文于一体，易受依赖视觉获取信息的听障

者的青睐。我国现有残疾人总数８５０２万，其中听力
残疾人数２０５４万［２］，是世界上听障人数最多的国

家。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听

力下降人数在逐年递增，因此，关注听障群体获取电

视信息的需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电视字幕和

手语新闻为切入点，探究听障者获取电视媒体信息

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二、电视信息无障碍传播日渐丰富

（一）荧屏字幕信息日渐丰富

电视传播的信息包括文字信息、图像信息和声

音信息，其中，文字信息主要以字幕形式体现。字幕

作为电视屏幕的表现符号之一，迄今已走过６０年的
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事业蓬勃发展，电视

语言日渐丰富，字幕不仅成为电视画面重要的组成

部分，而且已经成为电视节目中不可或缺的信息源

之一。电视字幕具有使受众获得完整信息和理解电

视节目内容的作用。从中央电视台，到省市县各级

电视台，所播栏目均呈现出多种字幕形式，如标题字

幕、片头片尾字幕、角标字幕、解说字幕、滚动字幕、

介绍性字幕等，这些已被电视受众了解和熟悉。而

且，电视字幕的位置越来越规范，有些字幕已经成为

电视屏幕中固定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类型的可视

字幕有利于听障者获取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听障

者喜欢收看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字幕呈现的形式也

是形式多样，主要有新闻主题、概述要点以及新闻背

景介绍等等，有时还会在屏幕下方滚动播出最新发

生的事件、节目预告等字幕信息。可以说，电视字幕

在形式多元化的同时，信息量也在日渐丰富，较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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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听障群体的信息需要。

（二）手语栏目如雨后春笋

手语是大多数听障者的第一语言，是听障者平

等参与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架起听障者获取

主流社会信息的语言桥梁。１９８４年，广东电视台在
国内率先开办了手语节目［３］。２０１０年，省级、地市
级电视手语栏目分别为２９个、１６１个；至２０２０年，
省级、地市级电视台手语栏目分别增加了５个、１０６
个［２］，也就是说十年间，省级、地市级电视手语栏目

共增加了３６．９％，算是迈出了一大步。
在这些电视手语栏目中，有的是日播，每天固定

时间播出，如中央电视台于２０１１年在 ＣＣＴＶ１３开办
的《共同关注》栏目，每天播出手语新闻１小时；北
京卫视播出《新闻手语》，每天１０分钟；河南电视台
《手语新闻》分上午版和下午版，时长各１５分钟；青
海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１时间生活》，是中国
第一档生活服务类手语电视节目，每天３０分钟。多
数电视台是周播，如南京市栖霞区残疾人联合会与

栖霞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手语新闻节目《小芮说新

闻》，每周六 ３０分钟；佛山电视台纪实类栏目《经
历》（手语版）每周六播出，时长２５分钟；郑州电视
台手语新闻栏目《新闻３６０》，每周二播出，时长２０
分钟。除了为听障群体设置专门的手语栏目外，党

的十八大、十九大开幕式以及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

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２０２０
年全国两会开幕式均配有手语译员。２０２０年２月４
日，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率先

配备手语译员，２月８日，天津市新闻发布会直播，２
月１０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均首次配备手
语译员。可以说，电视屏幕中出现手语译员，为听障

群体及时了解各种资讯提供了便利，体现了党和政

府对听障群体的关怀。

三、电视无障碍信息传播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字幕信息缺少完整性

长期以来，字幕工程一直是信息无障碍建设的

重要标志之一，但是电视字幕信息仍然是信息无障

碍建设的短板与不足。以公信力强和受众面广的

ＣＣＴＶ１综合频道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３日全天节目为例，
笔者统计当天各个时段节目的实时字幕（实时字幕

即节目中的所有语音转换为文字信息），统计方法

以“分钟”为单位，时长３０秒 ～６０秒计 １分钟，不
足３０秒则忽略不计，广告除外。统计结果显示，这
一天实时字幕占比最高的是电视剧和纪录片（如航

拍中国第三季、美术经典中的党史），实时字幕接近

１００％；《今日说法》和《经典咏流传第四季》实时字

幕占比分别是９６．６％和９２．３％；新闻类节目（如新
闻联播、晚间新闻、朝闻天下、新闻３０分）实时字幕
为１２．３％，动画片《猪猪侠之恐龙日记第二季》《人
与自然》《天气预报》等节目基本无实时字幕。这一

天所有语音实时字幕占比为６４．１％。
当前，电视节目字幕信息的不完整性，导致听障

者看电视困难重重。电视制作方偏爱处于强势地位

的健听受众，忽视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听障受众。作

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应全方位地满足所有社会

大众的信息需求，而实际情况是“表面的自由选择

掩盖了隐含的不自由，造成公共信息平台的倾

斜”［４］。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就出现了专为听
障者打造的电视听障者字幕，不仅将口头语言转录

为字幕，还包括将电话铃声、睡觉鼾声、高跟鞋声音

等特殊声音信息转录为文字符号的描述［５］。我国

电视业发展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二）手语节目形式和内容有待完善

１．手语译员画面偏小
关于信息无障碍建设，早在１９９１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章“文化生活”部

分就专门提出“开办电视手语节目”。２０１２年颁布
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进一步指出“设区的

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电视台应当创造条件”

“每周播放至少一次配播手语的新闻节目”。当前，

手语栏目已覆盖到中央、省、地市、县四级电视台。

电视台在制作手语节目时，习惯于从健听人的视角

主导手语节目制作的话语权，由于健听人大多不了

解聋人文化，在制作节目时，单方面认为听障者听不

到声音信息，只要在电视节目中加上手语即可，但是

却忽视了听障受众的收视体验和心理满足。实际情

况是播音员占了大半个屏幕，手语译员仅占了屏幕

的十二分之一，屈居在电视屏幕的一隅。囿于新闻

节目播音员过快的语速，手语译员打手势的频率加

快以及遗漏部分信息，让听障者看得费时、费眼、费

力［６］。致使手语栏目收视率较低，似有“形象工程”

之嫌。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人大代表的关注，建议

“多增加手语翻译类节目和提高手语视频画面的占

比，便于有听障的人准确收看新闻，掌握信息”［７］。

２．手语准确率不高
大多数听障者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就是手语。手

语包括手形、位置、朝向、动作和非手控特征（面部

表情、姿态）等要素。中央电视台和省、市、区、县级

电视台设置的手语栏目主要以手语新闻为主。冉美

华早在１９９８年的一项调查中显示，被调查的听障者
中，７８．８９％只能理解手语新闻中不足６０％的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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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很多听障者反映对手语新闻中的手语一知半

解，甚至什么都看懂，主要存在语速过快、译员使用

手势汉语、译员屏幕偏小以及上衣颜色浅等问

题［８］。时隔２０年，肖晓燕等对电视手语的收视调查
数据显示，有８４．８％的听障者表示仅能看懂一半甚
至更少的节目内容。问题表现在：译员缺少表情、屏

幕太小、译员采用手语与汉语词一一对应的手势汉

语、速度太快、内容太难等。［９］

笔者任选ＣＣＴＶ１《共同关注》栏目的２０个新闻
短视频，让８４位听障大学生现场观看手语新闻（观
看时遮挡所有字幕信息，保留新闻画面和手语画

面），依据视频内容回答问题，以百分制计算。从现

场测试发现，很多听障生的答案与原新闻内容大相

径庭，有的甚至无言以对。得分最低５分，最高６２
分，平均２６．９８分。分析主要原因，一是漏译，播音
员的语速过快（２５０字／分钟左右），手语译员为了与
播音员的语速同步，使用了省略策略，但省略了不应

该省略的内容。二是误译，译员打出的手语不准确。

如“一辆满载着货物的大卡车撞破了防护栏”这句话，

遗漏了“一辆满载着货物”，另把“大卡车”翻译成了

“汽车”的手势（图１），结果导致８０％的听障学生看
不懂译员的手语，这就意味着译员传递的信息受众无

法理解，无法满足听障个体对媒介的需要。三是使用

了较多的手势汉语（即源语言汉语与目的语手语一一

对应），没有遵循视觉语言手语的表达规律。

图１

四、电视信息无障碍建设供给路径

（一）顶层设计应精准施策

制度保障是推进电视信息无障碍建设的源动

力。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多项法律法规均提到了信

息无障碍建设，但细推敲却不难发现，均是宏观指

导。如２０１６年，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加快残疾
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中提出“鼓励省（区、市）、市

（地）电视台开设手语栏目，逐步推进影视剧和电视

节目加配字幕”；２０１８年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保障法》中提出“推进电视栏目、影视作品

加配字幕、解说”。很多重要的文件中提到的多是

“鼓励”“逐步”“推进”等字眼。这些用语较为宽

泛，没有目标和责任，没有完成的时间期限，没有监

管部门。这种模糊用语，直接导致电视制作方执行

效率降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和美国等国家

做法可资借鉴。１９９６年美国《电讯法》明确规定成
立字幕管理局，并要求必须在该法案通过 １８个月
后，美国所有电视节目都要打上或补上闭路字幕。

２００３年，英国颁布的《通讯法》中明文规定，到２０１０
年，ＢＢＣ所有频道播出的节目字幕覆盖率必须达到
１００％，同时还规定 ＢＢＣ播出的手语节目必须达到
所有节目总量的５％，如果电视台没有达到要求，将
受到严厉处罚［１０］。电视无障碍信息建设是一项公

益事业，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除了政府的主导、监

督和组织之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下，还应负

担起资金投入的责任。在确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同

时，在政策条文中应明确电视信息无障碍方面的各

项指标，如手语节目的制作频率、范围、时长和字幕

的覆盖率以及字幕的量、出现位置、色彩和停留的时

间等，便于有关部门在执行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社会的信息政策和信息法律应该‘符合处于最不

利地位的人的最大利益’”［１１］。

（二）运营商应研发新技术

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等为电视媒体技术研发带来机遇与挑

战。美国于１９９０年颁布的《电视译码电路法》要求
３年内所有凡是美国出售的１３英寸以上的电视机
必须安装有内置闭路字幕译码器［１０］。这一设置方

便听障者收看电视节目。近几年，工信部在《移动

通信无障碍技术要求》中，率先优化手机产品的无

障碍设置，为听障者接受移动信息提供了便利。如

一些电信运营商已把语音实时转换字幕功能运用到

移动互联网，深受听障群体的欢迎。伴随着听障群

体对电视信息无障碍的迫切需要，电视机的内置功

能还需要进一步增加，如电视屏幕的手语译员框可

根据受众偏好任意移动位置、译员形象可拉大与缩

小，这些功能设置依靠电视制作方研发技术支持。

内置新技术的电视机，使他们愿意买，买得起和用得

好才是最终目的。在信息无障碍方面遵循信息转

化、信息强化、操作便利的基本原则，逐步实现无障

碍设施与无障碍信息服务的融合，缩小听障人与健

听人的信息鸿沟，为他们获取电视信息方面赋能。

（三）严格选用合格手语译员

从当前电视台配备的手语译员来看，多数是聋

校教师兼做电视手语译员，另有少数听障手语译员

或专职听人手语译员。整体来看，多数听人手语译

员的职业素养还没有达到“信、达、雅”的翻译能力，

导致听障者不愿意看，不喜欢看。我国手语翻译职

业起步较晚，至今已有十余年的时间，加强对手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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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培养、选拔和考核是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务和

目标。电视台在选用手语译员时，应着重考核翻译

员对手语的使用以及对手语翻译的认知等，而不仅

仅认为会手语，面容姣好，就能完全胜任电视手语翻

译工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手语翻译的遴选，优

秀的听障者也应参与其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任用的手语译员需要进行及时的监督与考核，切实

使选用的电视手语译员让听障群体满意。

（四）打造听障者专属栏目

心理学上有一个“自己人效应”的概念，这一概

念是指对“自己人”所说的话更信赖、更容易接受。

聋人群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没有我们的决定

不要做关于我们的事情”。有研究表明，聋人偏好

于由聋人承担的手语翻译电视节目以及由聋人参与

节目制作或聋人主导完成的电视节目［５］。如台湾

公共电视台于２００２年专门为听障者精心打造了一
档“公视手语新闻”节目。每周一至五播出半个小

时，由三位听障者担任主持，主持人屏幕比例、视频

字幕、手语使用均顾及听障者的心理需求，使听障人

群产生亲切感和归属感［１２］。南京栖霞电视台的《小

芮说新闻》，大胆使用听障者做手语译员，并且手语

译员占据屏幕约四分之一。电视是众多听障者喜欢

的信息传播媒介，为了使更多的听障者能够收看到

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内容，建议电视制作方积极创

造条件，开发针对听障群体的公益性栏目，选用优秀

的听障者和健听者共同组成制作团队。听障者参与

到节目制作、编剧和主持当中，让他们发自内心地

“讲好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听障者愿意收看“自

己人”制作的节目。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

盾。收看电视节目，是听障者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

成部分，缩小和消除听障者获取信息的鸿沟，强化信息

平权，营造和谐共生的美好环境，需要顶层设计，也需

要媒体人、听障人士和研究者的协同配合，戮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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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视阈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
传播的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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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

摘　要：话语媒介对话语传播实效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要依
靠话语媒介来实现话语主客体之间的交流。在新时代背景下，话语媒介存在利用率不高、传统媒介

的影响力度有待提升、互联网媒体的管控难度加大等问题，可以坚持丰富多样的原则，充分利用多元

媒介；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创新使用传统媒介；坚持激浊扬清的原则，正确运用新兴媒体来有效传

播群众工作话语这三个方面着手，打造密切联系群众的话语媒介，提高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

工作话语体系的传播实效。

关键词：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话语媒介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８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７；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９０－０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
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

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

务。”［１］农村基层党组织属于行政的终端组织，建构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对强化党

群沟通、做好农村群众工作有着重要意义。而话语

媒介作为话语体系传播的重要工具，明确其内涵以

及话语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究话语媒介的提

升路径，对推进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

语体系的传播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

的话语媒介界定

话语媒介是话语体系传播的重要载体，要想切

实推进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

传播，首先就要对话语媒介进行界定，明确其内涵及

特征。

（一）话语媒介的内涵分析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话

语媒介是指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在传播群众工作话语

体系时所采用各种载体。话语媒介是影响话语传播

效果的重要因素，同样的话语选择不同的话语载体，

获得的话语效果也会不同。

早在革命年代，党的群众话语主要依靠声音形

态得以彰显。边远落后的乡村，语言成为维系家庭

伦理、乡村规范、邻里秩序的主导性载体。［２］受农村

群众知识水平的限制，书面文字作为传播载体收效

甚微，语言凭借其灵活、便利的特点在传播过程中占

据重要地位。伴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农村

扫盲运动的开展，党开展群众工作的话语载体也由

口语表达扩展到了文字层面，党报党刊以及各种刊

物纷纷发展起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收音机、电视

的出现为党的群众语言带来新的载体形式。迈入新

时代，新兴高科技技术发展迅猛，载体形式丰富多

样，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

建构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话语媒介的特征分析

１．话语媒介具有多样性
进入新时代，农村的大众传媒呈现出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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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既包含广播、报纸等传统的载体形式，还

拥有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兴话语形式。全国行政村

４Ｇ覆盖率超过 ９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明显提
升。［３］随着县级融媒体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村的传

统话语媒介不断转型升级，“两微一端”为代表的新

兴话语媒介继续向前推进，农村的话语媒介形式更

加多样、方式更加灵活多变。

２．话语媒介具有中介性
话语媒介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向农村群众传递

相关方针、政策的话语桥梁。在新时代出现一系列

新问题、新矛盾，语言是党和群众直接沟通的工具，

还是各级党员干部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重要突破

口。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利用话语媒介做好群众工

作话语的传播工作，进一步推进农村群众工作的落

实。

３．话语媒介具有导向性
话语媒介作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的传播载体，对话语内容解释决定着话语

体系的传播效果。新时代是农村群众价值观塑造的

关键时刻，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作为

宣传动员群众的重要工具，更需要强化话语媒介的

导向作用。

二、媒介视阈下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

作话语传播存在的问题

话语媒介是话语体系传播的主要工具，随着科

技的进步，话语传播的形式越发多样。多元化的话

语媒介虽然为话语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使

得话语媒介存在利用率不高、传统话语传播媒介影

响力度有待提高、互联网媒体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

（一）话语媒介利用率不高

第一，话语媒介的综合利用率不高，多种话语传

播媒介缺乏整合。当前农村存在报纸、电视、互联网

等多种媒介形式，但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

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对各种话语传播媒介并未充

分利用。据鲁西南一村庄的调查结果显示：３７８％
的村民群众依靠电视获取公共政策相关信息，

３４．４％是通过人际传播，１１．７％是通过会议文件。［４］

公共政策的传播还以电视为主要载体，话语传播媒

介的更新速度不高。

第二，话语媒介运用不到位，存在娱乐化倾向。

话语主体和话语客体通过话语载体来实现话语的转

化，使得话语信息得以传递，话语载体运用是否得当

关系到话语的传播效果。面对农村群众对精神文化

需求的不断提升，对话语载体的管理力度不够，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等话语载体存在娱乐化的倾向，导

致群众工作话语在传播过程中实际效果不高，农村

群众往往受到话语媒介所承载的其他娱乐性信息的

影响。

第三，话语媒介存在一定的偏向性。“媒介话

语体系中占强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或集团间接地利用

媒介而导致的媒介话语资源分布不均衡、媒介话语

内容不平等的现象”［５］。其一，地域上的偏向性。

在话语传播过程中，话语传播媒介多关注经济发达

的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关注度不高，对个别地区存

在偏见。例如，在话语传播过程中对河南就存在

“多骗子”的固有印象。其二，性别上的偏向性。受

传统思想的影响，话语载体存在着“重男轻女”等性

别歧视，将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的对象多

定义为男性农村群众，往往忽视农村中女性对话语

的需求，女性群众处于弱势地位。其三，对农村群众

存在刻板印象。农村群众在话语传播过程中处于弱

势地位，对农村群众往往存在“无知”“浅薄”的印

象，导致话语传播媒介对农村群众呈现出冷漠的态

度，两者关系疏离化发展。

（二）传统媒介的影响力度有待提高

传统媒介是指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代表的传

播载体。传统媒介大多受到党的管制，是传达农村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战场。在新时代面对互联网

等新型话语传播媒介的冲击，传统话语媒介显现出

传播的互动性不足、话语重复性高、发声具有滞后性

等亟待整改的问题。

第一，传统话语传播媒介互动性不足，趣味性有

待提高。像报纸、广播等传统话语媒介建构起单向

的话语传播模式，往往采用“机关枪”的话语形式，

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利用传统媒介来进行话语传播，

实质上是话语主体对话语客体实行单方面的信息传

递，话语客体成为话语的被动接受者，很少借助传统

话语传播媒介来为自己发声，缺乏与话语主体的互

动。同时，传统载体所运用的“灌输式”话语传递方

式，也使得农村群众对农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缺乏

兴趣。

第二，传统话语媒介内容的重复性高，造成一定

的资源浪费。多种传统话语媒介往往都会对同一方

针或者文件政策进行宣传，但很少有话语媒介根据

自己面向受众的特点，对宣传的内容进行二次加工，

反而是对话语客体不做任何的区分，采取一套“官

方话语”的固定模式。话语的重复性传播虽然能够

使得宣传内容引发话语客体的重视，但一定程度上

也造成传统话语媒介资源的浪费。而且相同话语的

反复性出现还会导致话语受众的视觉疲劳，降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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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习的积极性。

第三，话语传播在时间与空间受到限制，关键性

事件的发声具有滞后性。传统话语载体一直以来是

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宣传的关键性媒介，例如报纸

建立在视觉基础上，采用文字的形式来进行话语传

播；广播主要利用听觉来进行话语传播；电视则将视

觉与听觉结合起来，建构了动态的话语传播体系。

但是随着新兴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话语载体的优

势地位，传统话语载体往往按照一定的周期进行话

语宣传，时效性有所不足。例如报纸、电视等话语媒

介要等到下一个出版期或是播放期才能进行跟进式

的播报，相对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介发声的及时性，传

统话语媒介的话语内容很容易“过时”。同时，相较于

新兴媒体在话语传播空间上的广泛性，传统话语载体

的话语传播场域主要是国内，在传播空间上受限。

（三）互联网媒体管控难度加大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互联网快速发展，

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变化，也给人类社会带来

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６］新兴媒体是以互联网为依

托的话语载体，为话语体系的建构带来一定便利条

件，是话语主体和话语客体之间交流的“重要桥

梁”。但进入新时代，互联网等新兴话语载体还存

在覆盖率有待提升、话语传播随意化、非理性话语增

多等问题。

第一，农村新兴传播媒体的覆盖率有待提升。

根据第４６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为７６．４％，农村地区则是５２．３％，较２０２０年３月增
长６．１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地区互联网的覆盖面
扩展速度较快，但是与城镇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新兴话语载体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

第二，话语权的泛化，话语传播随意化、碎片化。

其一，在网络环境中虚假话语大量存在，话语的辨别

难度增加。进入新时代，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石，党的

新兴话语传播媒介形式不断增多，形成了以“三微

一端”为代表的媒介体系，打破原先传统话语传播

媒介所造成的“话语垄断”的局面，为广大农村群众

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声平台。但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

由于自身的知识素养有所欠缺，对互联网等新兴话

语媒介的掌控能力不足，对互联网媒介的运用还停

留在简单环节。导致部分党员干部或者群众对话语

媒介传播的内容不加辨别，容易受到虚假话语的引

导。其二，新兴媒体导致话语信息碎片化。互联网

等新兴媒介在话语传播过程中速度不断提升，导致

话语内容呈现出碎片化的形式，观点呈现出分散化、

零散化的特点，话语的体系性有待增强。为了提高

话语内容的吸引力，个别非主流媒介无视农村基层

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完整性，断章取义地对

话语内容展开宣传。

第三，非理性话语增多，群体性舆论增多。其

一，情感话语增多，以互联网等媒体作为话语载体，

肆意宣泄情感。“处在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

状态，即便是失去了社会责任感与自我控制能力，也

可以在‘法不责众’的心理支配下把自然的情绪宣

泄变成本能的选择。”［７］其二，受从众心理的影响，

引发的群体性“话语偏见”。话语客体受从众心理

的影响在话语传播中存在“随大流”的话语表现。

例如，部分群众在网络媒体上就农村自来水改造政

策做出“花冤枉钱”的话语表达，也对其他农村群众

产生影响，纷纷抵制自来水改造政策。

三、媒介视阈下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

作话语传播的路径

话语媒介对话语的实效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新

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完善还要

依靠各种媒介来实现话语主客体之间的交流，通过

坚持丰富多样的原则，充分利用多元媒介；坚持与时

俱进的原则，创新使用传统媒介；坚持激浊扬清的原

则，正确运用新兴媒体来有效传播群众工作话语。

（一）坚持丰富多样的原则，充分利用多元媒介

第一，促进新旧媒体的竞争融合，打好传统话语

载体与新兴话语载体的“配合战”。促进传统媒介与

新兴媒介的融合式发展。其一，转变传统话语载体

与新兴话语载体两者对立观念。要明确传统媒介与

新兴媒介两者在话语传播过程中绝不是“二选一”

的单项选择题，可以通过两者配合为话语传播提供

更大的发展平台。其二，激发传统话语媒介与新兴

话语媒介良性互动。最原始的媒介是从口语、文字

形式为依托，随着印刷技术、电力技术的发明，传统

话语媒介形式扩大，为话语传播提供了便利的载体。

传统传播媒介是以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存在的，例

如报纸、广播、电视在话语传播形式上各有优劣，彼

此互相补充。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兴传播媒介则

是听觉、视觉等方式的整合，弥补了传统话语媒介的

缺点，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共生”局面，使传统传播

媒介受到冲击。要在传统传播媒介与新兴传播媒介

中营造良性竞争氛围，促使话语传播媒介实现融合

发展。其三，加强媒体人才的培育，增强农村基层党

员干部对新兴媒介知识的学习，了解传统媒介的相

关知识，为传播媒介的融合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第二，制定话语媒介的传播原则，规范话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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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其一，增强话语传播媒介的社会责任感，避免话

语的娱乐化发展。避免传播媒介在话语传播过程中

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一味迎合当前群众娱乐化的

话语需求。其二，话语传播媒介要坚持真实性原则。

防止传播媒介为博取关注而肆意修改事实情况，在

话语表述中夸大情况甚至进行凭空捏造。话语传播

媒介应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农村的发展情况以

及农民的生活状况展开实际调查，提高话语的真实

度。其三，传播媒介要坚持话语规范性原则。在传

播过程中，媒介话语的运用直接影响到话语的实效

性，话语传播媒介就要提高话语规范，在词汇以及语

法上进行规范。

第三，消除媒介存在的歧视，提高官方媒体的话

语影响力。进入新时代，传统话语媒介与新兴话语

媒介相互交织，形成一个“众声喧哗”的话语环境，

话语主体更要消除媒介歧视。其一，消除媒介的地

域性歧视。利用党媒官报等传播媒介来对主流意识

形态展开宣传，提高各地农村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

做好“发言人”工作，打消话语传播媒介的地域歧

视。其二，增加农村女性的话语权，消除话语传播媒

介的性别歧视。传播媒介要消除“女性商品化”的

陈旧观念，增加农村女性传播媒介的话语权，给予农

村女性更多的发言机会，将农村女性视为话语传媒

的重要受众。其三，建立健全完善对话语传播媒介

的监督机制。通过对话语传播媒介各个环节的监

督，主动接受话语受众的反馈，利用话语受众的评论

来监督传播媒介的“合理发声”。

（二）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创新使用传统媒介

第一，建立双向交流的话语平台。在话语传播

过程中，推进传统话语媒介由封闭式的话语平台向

开放式的话语平台转型，增强传播媒介的互动性。

其一，推进传统媒介的创新性发展。依托新时代网

络等技术的发展，传统话语传播媒介要不断进化升

级，例如现在传统媒介纷纷开通微博、微信，利用虚

拟空间来为话语受众提供更广阔的话语平台。其

二，传统话语媒介要始终维护农村群众的话语权，增

强话语传播媒介的服务意识，树立为弱势群体发声的

媒介责任感。其三，推进农村群众与传统媒介互动形

式的创新。在原有的写信、打热线电话等基础上，利

用新兴技术来为传统话语媒介增添新的交流形式，增

设“一对一”式的话语平台，使每位农村群众都得以发

表自己的意见，例如在官方微信、微博上开设“留言

板”“市长电话”等形式来拓展话语渠道。

第二，做好话语受众的分类，提高话语传播的实

效性。其一，传统话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应加强话

语对象的指向性，实现话语受众由“泛化”到“精细

化”的转变。将农村群众按照年龄、性别、知识水平

等指标进行分类，了解相关信息并明确准确的需求，

确保传统话语媒介向不同类别的农村群众能够精准

推送话语信息。其二，加大传统媒介对话语内容的

深度拓展。传统媒介要转变“千篇一律”式的话语

输送形式，在互联网等媒介提供的信息基础上，针对

话语客体感兴趣的方面及时跟进，结合农村实际情

况进行话语“深加工”，引发农村群众的深入思考。

其三，建构传统媒介话语传播的新模式，开辟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新模式。例如，湖北的垄上频道就开辟

了“垄上模式”，采用“线上＋渠道”的新形式。利用
线上媒介进行相应的“三农政策”等话语宣传工作，

同时在“线上宣传”的基础上，打通现实路径，进行

话语的相关落实工作。

第三，提高话语传播的速度，增强媒介话语的质

量。其一，加大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工作的力度，增强

话语的时效性。进入新时代，互联网的发展为传统

话语媒介造成巨大的挑战，微博、微视频等传播媒介

的速度快，成为新的信息来源。传统话语媒介在传

播速度上处于劣势，就要加快推进传统话语媒介的

转型，拓展话语传播的渠道，例如纸媒就要加快与微

信等平台的合作，提升话语传播的效率。其二，坚持

“内容为王”的话语准则。传统话语媒介大多受政

府管理，如人民日报、央视以及各地方卫视等属于官

方媒介，具有较强的话语公信力。在新时代的话语

传播过程中，传统媒介就要扬长避短，进一步强化对

话语内容的审核，打造高质量、高标准的媒介话语。

（三）坚持激浊扬清的原则，正确运用新兴媒体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兴话语媒介对新时代农村

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有着重要影响。

针对新兴媒体存在的问题始终坚持激浊扬清的原

则，从增强农村新兴话语媒介的建构、提升话语主客

体的媒介素养、强化舆论导向三方面着手，进一步增

强对新兴话语载体的管控工作。

第一，增强农村新兴话语媒介的建构，增强农村

群众的触媒性。农村话语媒介的建构，是农村基层

党员干部与农村群众使用新兴话语媒介进行话语沟

通的重要前提，要提高话语主客体的触媒性，不断完

善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硬件

条件。要加大资金支持，提高互联网等话语载体的

普及率。在新时代，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话语

传播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大农村的资金投入，推进农

村的“村村通”“户户通”政策的落实，促使互联网的

普及率进一步提升，通过专门面向农村群众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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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来进行话语宣传，也为农村群众搭建更为广阔

的话语平台。

第二，加强话语主客体话语权的管理，防止话语

传播随意化。其一，强化话语主体的媒介素养教育。

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

语体系的话语主体，借助新兴媒介来表达话语是要

结合相关的理论概念，利用新兴媒介来传播完整的

话语体系，提高话语的理论深度与内涵。其二，加强

话语客体的媒介素质教育。既要增强话语辨识能

力，能够准确辨别新兴媒介传播的各种话语，避免被

“标题党”等吸人眼球的话语所迷惑。还要树立求

真的意识，培育求异思维，自觉探寻话语的真相。其

三，坚守法律的底线，在新兴媒介的话语传播过程

中，话语主客体都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将话

语传播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运行。

第三，强化舆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

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８］在新时代的

话语传播过程中，新兴媒介作为舆论发展的主要阵

地，要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其一，增强新兴话语传

播媒介的理性，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工作。始

终坚持“一元”与“多元”的话语原则，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态来作为话语传播媒介的指导思想，同

时建构一个多种社会思潮共生的话语环境，为话语

传播营造宽松的环境。其二，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

管机制。政府要掌握网络舆情管理的主动权，成立

专门的部门来加强日常的舆论监测工作，及时发布

权威信息，降低虚假舆论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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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ｍｅｄｉａ．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ｅｃａｎｍａｋｅｆｕｌｌｕｓｅｏｆｍｕｌｔｉ
ｐｌｅｍｅｄｉａ；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ｗｅｃａｎｍａｋ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ｕｓ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ａ；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ｔｉｒｒｉｎｇｕｐ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ｃｌａｒｉｔｙ，ｗｅｃａ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ｕｓｅ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ｔｏ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ｍａｓｓｗｏｒｋ．Ｗｏｒｋ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ａｂｏｖｅ，ｗｅｃａｎｂｕｉｌｄ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ｅｄｉａｔｈａｔｃｌｏｓｅ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ｓｔｈｅｍａｓｓ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ａｓｓ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ｐａｒ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ｅｒａ；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ｐａｒｔｙ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ｃａｄｒｅｓ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ａｓｓ
ｗｏｒｋ；ｍｅｄｉ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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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课程名称思辨

孙书章，李　华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１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产教融合 ＋课赛创驱动下的应用型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２０１９ＳＪＧＬＸ３０６）
作者简介：孙书章（１９７１—），男，河南商丘人，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货币政策、金融市

场与机构。

摘　要：对“金融”“金融学”的概念及专业基础必修课———金融学的课程内容体系进行了系统
梳理。通过对国内外几本被广泛采用教材的内容体系的对比，表明我国目前流行的《金融学》教材

的内容体系偏离了金融学课程的核心内容，导致学生对金融概念的误解，对金融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产生了不利影响，也影响了货币银行学课程的教学。修正部分学者对“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内涵

的误解，说明教育部要求作为经济学和金融专业基础课的课程名称应该是“货币银行学”而不是“金

融学”，以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把握作为基础课的“货币银行学”课程的内容体系，从而避免

不必要的概念混乱。

关键词：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课程内容体系；内容体系误解；课程思政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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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根据教育部目前的规定，金融学课程是金融学、

经济学等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但是目前讲授金

融学这门课程的教师面临金融学这门课程的教材多

个名称共存的问题：《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货币

金融学》等。黄达（２０１２）在其主编的《金融学》（第
三版）［１］标题下方以括号标明《货币银行学》（第五

版），这意味着在他看来货币银行学和金融学实际

上是一门课，其结果是影响了学生对金融概念的理

解，导致学生对于货币、金融概念的认知出现混乱。

本文试图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澄清“金融”这个概

念的内涵；第二，帮助学生和教师清晰理解金融学这

门课程的内容体系；第三，为货币银行学课程正名。

基于此，本文采用为文献综述和对比分析方法，基于

国内外多本具有较大影响且在全球普遍采用的相关

教材的内容对“金融”的概念进行阐释，对金融学、

金融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这几门课程

的内容体系加以梳理，将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对“金

融”和“金融学”概念的清晰理解，有助于教师、学生

明白教育部规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实际上是“货币

银行学”并非是“金融学”这门课程，以便教师讲授

此门课程时能对内容体系做出合理的安排。当然，

有一点这里需要重点说明，金融学科是目前我国与

国际高等教育学科中接轨最紧密的一个社会科学分

支，我们在对与其有关的国际普遍采用的学术概念、

学术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的过程中要注意意识

形态方面的影响，这是我们进行中外学术比较研究

的基础，更是国家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我们学

习西方经济理论的目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我

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学

理论，也要认真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知识的精髓，加快

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这是我

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

二、“金融”的定义分析

对于金融的概念内涵很多讲授金融学相关课程

的教师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我曾经向多届已经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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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课程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提出过这个

问题，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学生给出清晰的答案。出

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教师没有给学生讲清楚

“金融”这个概念，归根结底是因为教师自己对“金

融”这个概念的界定不清。既然无法对金融的概念

进行清晰的界定，自然也就无法对金融学这门课的

内容体系做出合理的安排。我自己曾经使用过几本

由国内教师编写的具有代表性的教材，但是无论是

曹龙骐主编的《金融学》［２］（２０１３、第四版）、蒋先玲
（２０１３）编著的《货币金融学》［３］、还是彭兴韵所著的
《金融学原理》（２０１３，第五版）［４］都没对“金融”给
出一个清晰的定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诧异的

事情，如果一本《金融学》教材的作者无法给“金融”

下一个清晰的定义，那他显然无法确定以“金融学”

命名的课程的内容体系。黄达编著的《金融学》（第

三版）（２０１２）第四章对“金融”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进
行了详尽的解释，他把 Ｆｉｎａｎｃｅ这个词分成了宽口
径、中口径（对应宽口径“金融”）和窄口径（对应窄

口径“金融”），他认可工具书中“金融”与 Ｆｉｎａｎｃｅ
这两个词是对应的概念这一事实，但又认为他们的

口径不应该一致。他最终给出了金融的定义：“凡

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以及以货币与信用为一

体的形式生成、运作的所有交易行为的集合。”这种

解释我认为对初学经济学的学生来讲，是很难理解

的。因此，本文首先明确学术界广为认可的“金融”

这个概念的界定。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几位有影响力的学者对

“金融”定义的描述。“金融是社会资金的融通”（易

纲，１９９９）［５］。“金融是稀缺资源的跨期配置，金融
学是一项针对人们怎样跨期配置稀缺资源的研究”

（博迪等人，２００９）［６］。“简单来讲，金融是有关货币
的决策，更恰当地讲是关于现金流的决策。金融决

策涉及公司、政府和个人如何筹集和使用货币”

（ＢｅｓｌｅｙａｎｄＥｕｇｅｎｅ，２０１４）［７］。“金融的核心是跨时
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 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

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

样发展，等等”（陈志武，２０１４）［８］。以上几个定义
明确地告诉了读者 “金融”就是货币资金在不同经

济主体之间的跨期流动。如果这样定义“金融”，那

么我们经常听到的“金融发展”“金融调控”等概念

就意味着应该还有与“金融”相关、内涵更为宽泛的

概念。如果我们把大众所熟悉的金融机构、金融工

具、金融市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这些词语联系起

来，我们就可以理解“金融”到底是什么。根据学术

界的习惯，如果我们把上面所提到的易纲等人的教

科书中有关“金融”的定义理解为“金融”的定义，那

么与之相对的是包括货币、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

融机构、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金融体系的概念

（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２０１７；黄达，２０１２）［９］［１］。在我们理解了
“金融”这个概念的含义之后，下面我们进一步理

解，“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内容体系。

三、“金融学”课程的内容体系

由于不管是“金融学”还是“货币银行学”，这些

课程名称都是从西方国家传输过来的，那么本文首先

就目前西方大学中所广泛使用的《金融学》《金融经

济学》主流教材的内容体系进行梳理，在帮助我们进

一步地理解“金融”这个概念的同时，也帮助我们思考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教材到底以《金融学》《货币金融

学》《货币银行学》中哪个名称命名更加准确。

Ｂｅｓｌｅｙ和 Ｅｕｇｅｎｅ（２０１４）在其 《金融学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７］一书中把整个内容体系

分成了五个部分：一般金融的概念；商业组织和税

收环境、财务报表分析、财务计划和控制；金融工

具估值的基本原理；公司决策的制定；投资者决策

的制定。该书的前言清楚地告诉读者这本书讲述

金融的三个领域：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投资和管

理金融。Ｂｅｎｎｉｎｇａ（２０１０）［１０］所著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Ｅｘｃｅｌ一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资本预
算；投资组合分析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市场

的债券及普通股价值估算；资本机构和股利政策；

期权及期权估值。两本书的内容体系基本一致，

只是各部分标题的命名方式存在差异。综合来

看，这基本表明了西方“金融学原理”课程所包含

的内容体系。

博迪、默顿等人（２００９）所著并由萨缪尔森作序
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金融经济学）在中文版出版
时被翻译成《金融学》。该书的内容包括六个组成

部分：金融和金融体系；时间和资源配置；价值评估

模型；风险管理和资产组合理论；资产定价；公司金

融。在序言部分作者明确表述金融学的三个分析支

柱是最优配置、资产估值和风险管理，而金融所应包

含的全部领域是投资、金融机构和公司金融 （ｉｎａｌｌ
ａｒｅａ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如果按照作者所言该
书是《金融经济学》导论课程所应涵盖的内容体系，

那么Ｍｅｒｔｏｎ（默顿，１９９２）［１１］在其金融学的高级教材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ｔｉｍｅＦｉｎａｎｃｅ一书中对金融学的定义则
更加直白“大家普遍认同现代金融领域包括公司及

家庭金融、金融中介机构、资本市场和微观投资理

论，以及有关不确定性经济学的很多内容”。ｋｅｔｔ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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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１２］关于 “金融经济学”的定义让我们更加
清晰地理解“金融经济学”的内容体系。根据 Ｋｅｔｔｌｅ
的观点，“金融经济学”是关于在不确定性的世界

里寻求建立投资组合的投资者如何构建资产定价模

型的课程。因此 Ｋｅｔｔｌｅ（２００１）［１１］的著作基于微观
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了货币价格的确定、利率的

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金融工具估值理论；现代投资

组合理论；市场有效性理论；行为金融理论；金融衍

生工具市场。Ｆａｂｏｚｚｉ等人（２０１２）所著的《金融经济
学》（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３］系统讲述了新古典金
融经济学的传统发现，现实世界中金融经济学的背

景，度量和应对金融风险的工具，风险资产的选择和

定价，衍生工具的本质特点和定价，不完美资本市场

和套利限制；不完美资本市场的资本结果决策，风险

条件下的资本预算决策。对比博迪、默顿、Ｋｅｔｔｌｅ和
Ｆａｂｏｚｚｉ各自所著教材的内容体系，我们发现这些教
材的内容主要聚焦于资产定价、风险管理和目标最

优化。也清晰地表明了“金融经济学”这门课程的

内容体系。最后，我们采用 Ｈａｕｇｅｎ（１９９９）依据不
同阶段金融理论研究的内容对金融从学术的角度所

进行的划分，完整地展示金融学的核心内容体系

（表１）。
表１　金融理论的演进

旧金融（Ｔｈｅｏｌｄｆｉｎａｎｃｅ）
主体财务报表分析、金融债权的本质

范例财务报表分析 （Ｇｒａｈａｍ＆Ｄｏｄ）；金融债权的性质 （Ｄｅｗｉｎｇ）
基础会计和法律

现代金融 （Ｍｏｄｅｒ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主体基于理性经济行为的估值

范例

最优组合（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相关性理论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Ｍｉｌｌｅｒ）；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Ｓｈａｒｐｅ，Ｌｉｎｔｎｅｒ＆Ｍｏｓｓｅｎ）；

有效市场假说理论 （Ｆａｍａ）
基础金融经济学

新金融 （Ｔｈｅｎｅｗｆｉｎａｎｃｅ）
主体无效市场

范例诱导因子模型：预期回报（Ｈａｕｇｅｎ），风险（Ｃｈｅｎ，Ｒｏｌｌ＆Ｒｏｓｓ）

行为模型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Ｔｖｅｒｓｋｙ）
基础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心理学

　　依据表１中的内容及西方高校当前广泛采用的
《金融学》《金融经济学》教材所涵盖的内容来看，它

们的核心内容聚焦于金融工具估值理论，资本市场

的运行机制，投资组合，资产定价和风险度量，这与

我们国内称之为《金融学》的课程内容体系大相径

庭，因为我国的《金融学》或者《货币金融学》教材的

内容体系都是以货币和信用开篇最终又回到了货币

理论和货币政策。谈到货币，本文在下一节简单考

察《货币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内容体系，因为黄达

（２０１２）认为“货币银行学”是“金融学”和“货币经

济学”的结合体，“货币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

一部分，并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宏观金融。为了更

好地帮助读者理解“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的内容体

系，下面本文选择几本国外高校中广泛采用的《货

币经济学》教材进行分析。

四、“货币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体系

目前，本文作者读到的最早以《货币经济学》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命名的著作可以追索到１９１２
年Ｃａｒｌｉｌｅ［１４］的作品。如果以今天学术界普遍接受
的以１９３６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
书的出版作为“宏观经济学”的诞生时间点，那么显

然Ｃａｒｌｉｌｅ所著的《货币经济学》在出版时不属于宏
观经济学的一部分。Ｈａｎｄａ（２００９）［１５］在他的《货币
经济学》一书中明确表述 “货币经济学”有微观和

宏观两个部分构成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ａｓｂｏｔｈａ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ｎｅ）。
货币微观经济学的基础问题是有关货币的恰当定

义，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而货币宏观经济学部分是

指货币政策的制定及其对经济的影响。Ｂａｉｎ＆Ｐｅ
ｔｅｒ（２００９）［１６］认为 “货币经济学”是有关经济中货
币及货币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它包括货币存在的原

因，经济交换中货币的角色，财富的转移和一系列经

济增长模型。Ｈａｎｄａ及 Ｂａｉｎ＆Ｐｅｔｅｒ对 “货币经济
学”的定义清楚地告诉读者，“货币经济学”并不

只是 “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其中有关短期和长

期货币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以及货币中性问

题（一个经济体内货币数量的变动是否对产出和就

业的真实值产生影响，还是仅仅对一般价格水平产

生影响）才是货币经济学的宏观一面，这一部分正

是货币政策所关注的内容。宏观经济学中出现货币

经济学宏观方面的内容是因为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

调控的工具之一，是讨论货币对经济的影响，而不是

如黄达所言要从经济整体的角度考察金融的侧面。

因此，尽管 “宏观经济学”和 “货币经济学”所研究

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我们在《宏观经济学》教

科书中会看到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内容。为了

读者更好地理解 “货币经济学”这门课程所应涵盖

的内容，我们基于Ｂｅｌｋｅ＆Ｔｈｏｒｓｔｅｎ（２００９）及Ｈａｎ
ｄａ（２００９）的教材列出 “货币经济学”这一学科的
内容体系：货币的起源、货币的演变过程，货币在经

济交换过程中的角色；封闭及开放经济体中的货币

供给及控制理论；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等学派的货

币需求理论及货币需求的实证检验；货币政策理论

（货币政策制定中的不确定性，有关规则与相机抉

择的争论，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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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制定保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

系）；不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计量分析；货币

政策战略的选择；货币当局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很

显然，我们所列出的“货币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不仅

仅包括宏观货币理论也包括微观货币理论，但内容

几乎没有涉及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金融学”或“金融

经济学”中的核心内容。那么“货币银行学”是不是

如黄达所言是“金融学”和“货币经济学”的结合体

呢？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货币银行学”的内容体系。

五、“货币银行学”课程的内容体系

在分析了“金融学”“金融经济学”“货币经济

学”这三门课程的内容体系后，我们接着分析《货币

银行学》的内容体系以确定教育部所规定的作为专

业基础必修课的“金融学”所涵盖的内容体系应该

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确认课程名称选择“金融学”

还是“货币银行学”。此外，黄达 （２０１２）认为“货币
银行学”是金融微观层面分析（“金融学”和“金融经

济学”课程）和宏观层面分析（“货币经济学”课程）

的结合体，那么“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的内容体系是

否真的如黄达所讲，本文选择几本大家熟知并且被

广泛采用的《货币银行学》教材并对其内容体系进

行分析。

这几本教材分别是：饶余庆所著的《现代货币

银行学》［１７］，易纲所著的《货币银行学》［５］，Ｍｉｓｈｋｉｎ
所著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Ｍｏｎｅｙ，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第 １１版）［１８］，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Ｋｅｒｍｉｔ所著的

Ｍｏｎｅｙ，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第５版），Ｂａｌｌ
所著的 Ｍｏｎｅｙ，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第２
版）［１９］。本文选择这几本教材进行分析的原因是这

几本教材及其作者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代表性。饶

余庆所著教材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有华人学者撰写并

以中文出版的第一本与国际教材内容体系接轨的教

材。易纲所著的教材是当时国际视野的《货币银行

学》教材的主流框架与中国货币、金融体系发展现

状相结合的成果，体现了易纲教授对《货币银行学》

这门课程内容体系的理解。Ｍｉｓｈｋｉｎ、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Ｂａｌｌ
是当前全球一流的经济学家，他们所著的 Ｍｏｎｅｙ，
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教材目前在全球范围
内被多国高校的教师们广泛采用，在国内这几本教

材以英文影印版和中文译本的形式出版并被高校广

泛采用。目前，这几本教材都是经过多次修订，能够

较好地反映出国际学术界对 “货币银行学”这门课

程内容体系的认知。此外，本文所选这五本《货币

银行学》教材的作者都有在中央银行或国际金融机

构工作的经历，教材内容反映了他们基于实践对货

币、银行、金融理论的深入理解。由于中国目前尚未

广泛存在西方国家那种从高校、研究机构到政府，再

由政府回到高校、研究机构的人才流动机制，导致中

国高校教材的内容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与实际脱节。

下面我们首先用一个表格列出这几本教材的内容体

系，以便读者能够对其有直观的了解。

表２　所选《货币银行学》教材的内容体系

饶余庆（１９８３） 易纲（１９９９） Ｂａｌｌ（２００９） Ｍｉｓｈｋｉｎ（２０１６） 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ｃ（２０１７）
第一部分 货币与信用 基本概念 基础知识 导论 货币与金融体系

第二部分 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与市场 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 利率、金融工具与市场

第三部分 商业银行 货币供求与利率决定 银行业 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

第四部分 中央银行与政策 货币与经济 货币与经济 央行与货币政策 央行、货币政策、金融稳定

第五部分 货币理论 金融与经济发展 货币政策 国际金融与货币政策 货币经济学

第六部分 货币与国际金融 货币政策 货币理论

　　从表２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五本教材的核
心是货币、银行。本文所选的五本教材的第一部分

都是导论或者说基础知识，其目的是介绍教材的框

架和一些基本概念，为学生学习后续章节的内容做

准备。五本教材的第二部分除了易纲的教材采用的

标题是“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其余基本教材都采

用了“金融市场”作为标题。为什么作者要在货币

银行学教材中写金融市场这部分内容？教材的内容

告诉我们在此讲述金融市场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

在此部分详细地介绍货币的两个价格———利率和汇

率，分析利率的决定因素———利率的风险结构和期

限结构，以及汇率的决定因素；第二是简单地描述了

股票市场和衍生品市场（期货、期权和互换）的基本

构成和市场的基本原理（饶余庆、Ｍｉｓｈｋｉｎ把外外汇
市场各自放在了教材的第六和第五部分，独立成

章），也就是说在金融市场这个部分作者们的目的

不是分析金融市场运作程序、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

资产配置，其目的是给读者简单介绍货币流通的一

种方式———直接融资，以及货币价格的决定。如

Ｍｉｓｈｋｉｎ（２０１６）所言：对经济活动来讲，债券市场尤
其重要，因为政府和公司可以在此为其活动进行融

资，利率水平在此市场上决定下来。第三部分（易

纲把金融机构放在了第二部分）或直接用银行作为

标题，或用金融机构作为标题，但从书中的内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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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用金融机构作为标题，作者仍是集中分析了

商业银行存在的原因、基本业务和监管，因为银行是

货币融通的另外一种方式———间接融资的直接参与

者，是货币的主要创造者。剩余的几个部分不需要

进行分析读者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全部是讲述有

关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内容。至此，我们可以确

定这几本教材都是围绕货币、银行进行讲述。

因为“金融市场”这个章节的出现，导致了我们

国内的一些学者对教材的命名出现了一些偏差：蒋

先玲、殷梦波、戴国强等学者以“货币金融学”命名

教材。我们可以从蒋先玲（２０１３）［３］对其教材名称
的解释发现原因：１９９０年以后，我国金融业，尤其是
金融市场迅速发展，金融市场已经成为货币银行学

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这一背景下，货币银行学的名

称已经与现实存在差距了。而西方国家的这门课程

的名称是“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经济学”，这是对

当今金融业发展的全面介绍……因此，作者认为，

“货币金融学”这一课程名称能较好地反应该门课

程的内容。也就是说，“货币银行学”改名“货币金

融学”是对当代金融学专业课程建设的一种肯定”，

针对蒋先玲的这种解释，本文首先要澄清，目前所能

见到的西方高校的教材以“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

经济学”命名的极少，众多教材都是以“ＭｏｎｅｙＢａｎｋ
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命名。其次，在本文作者
看来，这种解释表明了一些学者们没有能够正确理

解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这几个概念在 Ｍｏｎｅｙ，
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教材中的含义。下面
我们用 Ｒｉｔｔｅｒ等人 （２００９）［２０］对其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Ｍｏｎｅｙ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教材名称的解
释来帮助读者理解“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程：在《货

币、银行、金融市场》一书中货币不仅是指我们花费

的现钞，更是指广义的货币经济，货币在经济活动中

扮演着关键角色，更是代表着中央银行影响经济增

长、就业和通货膨胀整体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银行

是指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之所以要把银行挑选出

来，是因为银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尤其关键的角色，

它是一个经济体的主要的货币供给者；金融市场在

该书中是指金融资产交易的场所，为资金在剩余者

和需求者之间的直接流动提供了机制，并提供了股

票和债券的价格，决定了利率水平。这种解释告诉

了读者在学习货币银行学时之所以要涉及金融市

场，是因为金融市场上的直接融资是资金融通的方

式之一，这个市场上交易的金融工具是资金的剩余

者在其投资组合中可以选择的金融产品，该市场上

金融工具的供求决定了货币的价格———利率。了解

货币、银行基础知识的读者应该知道利率的变动与

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的供给有

着密切的关系，而货币供给的变动影响着一国的总

产出、就业和一般物价水平。此外，在货币银行教材

中讲述金融市场的基础知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

就是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及委托

代理理论指出金融市场上直接融资渠道固有的缺陷

导致银行的必然存在，通过银行进行的间接融资也

必然成为资金融通的主渠道。如果银行业出现问题

对货币的供给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现在我们回到前面我们提到的国内以《金融

学》或《货币金融学》命名的几本教材。读过这几本

教材的读者应该知道，蒋先玲编著的《货币金融学》

的教材体系与 Ｍｉｓｈｋｉｎ所著的 Ｍｏｎｅｙ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一书的内容体系基本一致。黄达、
曹龙骐各自主编的《金融学》以及彭兴韵所著《金融

学原理》在内容安排的顺序上有所差异，但核心仍是

货币、银行，尽管黄达，曹龙骐、彭兴韵各自在其教材

中都安排了有关金融市场的章节，但整本教材的内容

并不是以资产定价、风险管理和目标最优化为核心。

六、结论

通过对不同课程的内容体系的分析，我们知道

了目前国内学者们编写的《金融学》或者《货币金融

学》教材实质是《货币银行学》。既然如此，我们就

应该回归到名副其实的课程名称上去，减少人为造

成的概念混乱。实际上，易纲（１９９９）的解释也清晰
地说明了作为专业基础必修课，这门课程为什么要

以货币银行为核心内容。

最后，我们还要在此处再次重申以下两点：

第一，“货币金融学”这个概念是不确切的。

“金融学”的内容是聚焦于资产定价、风险管理和目

标最优化，而这些内容在国内的《货币金融学》教材

中不是核心内容。如果是指金融体系，把货币与金

融这两个概念并列起来是不合乎逻辑的，因为货币

是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 Ｍｉｓｈｋｉｎ、Ｂａｌｌ、
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等人的教材以“Ｍｏｎｅｙ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命名，但作者在各自教材的前言部分都
清晰地表明了这是为“货币银行”课程所写的教材。

第二，黄达认为中文“金融”与英文ｆｉｎａｎｃｅ是不
能强行恒等的，但是以英文注释中文的金融还得用

ｆｉｎａｎｃｅ，用中文注英文的ｆｉｎａｎｃｅ，也还得用金融。那
么如何解决我们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探讨时所面临

的概念上的差异，他认为只需要在讨论问题前交代

一下自己所使用的口径，并冷静地分析对方所使用

的口径。在任何一篇我们用英文写出的论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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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先去解释我们与对方对 ｆｉｎａｎｃｅ一词理解不一
致。对于这种观点，本文认为是不合适的。作为严

格的学术研究，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语言体系，如果认

为中文“金融”与英文的 ｆｉｎａｎｃｅ一词无法对应，我
们完全可以确定一个可以与 ｆｉｎａｎｃｅ含义对等的中
文词。实际上并不是中英文的两个词不对等，而是

我们自己理解出现了偏差，我们把国际学术界普遍

接受的“金融”与“金融体系（或者金融系统）”这两

个概念混为一谈了，也因此把金融理论与货币理论

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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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导向法”理念下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
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研究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

谷　峰
（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巢湖 ２３８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２０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重点教研项目“后疫情时代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研究———以

《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２０２０ｊｙｘｍ１２６１）；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重大教研项目“以 ＯＢＥ为导向的外语类课程测
试与教学评价研究”（２０２０ｊｙｘｍ１２５１）

作者简介：谷峰（１９７９—），男，安徽巢湖人，硕士，巢湖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摘　要：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开展“三全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英语专业课程兼具人文性，在
传授英语专业知识的同时还承担着新时期思政育人的使命。在当今全面实施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基

于“产出导向法”理念，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从线上“输出驱动”、线下“输入促成”、线上
“以评为学”三个教学环节探究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将线上线下知识

传授和思政育人融为一体，以期为其他课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产出导向法；课程思政；英语专业；线上线下；有效衔接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２０
中图分类号：Ｇ４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０１－０５

　　我国高校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为新时期所
有课程的教育教学改革指引了方向，英语专业课程

也不例外。英语专业课程所占课时和学分比例较

大，既是沟通中外语言文化的重要桥梁，又是立德树

人、培根铸魂的“主战场”。鉴于新时期我国高等教

育面临“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１］

的一系列人才培养问题，在对英语专业课程进行教

学改革的同时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发挥课程思政的隐

形作用，将思政育人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融入课程

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人文

情怀和多元文化包容精神［２］。为此，本文在介绍

“产出导向法”及其应用到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的理

据的基础上，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探析线
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模式及其实现路径，以

期为其他课程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一、“产出导向法”及其研究概述

在外语教学“方法热”的“后方法时代”（ｐ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ｅｒａ）背景下，为了解决外语教学中的“学用

分离”问题，中国学者文秋芳教授基于二语习得理

论研究成果和“输出驱动假设”学说，创建了彰显本

土特色的“产出导向法”（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３］。文秋芳教授提出的“产出导向法”倡导
“将产出活动作为驱动手段（ｏｕｔｐｕｔ－ｄｒｉｖｅｎ）和教
学目标，将输入活动作为促成手段（ｉｎｐｕｔｅｎａ
ｂｌｅｄ）”［４］，提倡“边学边用”“学以致用”“以用促学”
的教学理念，注重“学”与“用”的联动和紧密衔接。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产出导向法”打破了传统教学

中以“输入－输出”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倡导“驱动
－促成 －评价”循环的教学范式。就教学目标而
言，“产出导向法”以实现成果输出和“知行合一”为

旨趣，不但以语言材料的输出为起点，而且还利用输

出驱动、循环输入和递进式操练来驱动学生的学习

和思考。

为了管窥国内“产出导向法”的研究现状，进行

热点捕捉，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ＣＮＫＩ）“输入检
索条件”中的“主题”栏输入“ＰＯＡ”“产出导向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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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迄今为止（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发
表相关研究论文８０５篇。随后又以“ＰＯＡ”或“产出
导向法”和“课程思政”为关键词进行交叉检索，基

于“产出导向法”的课程思政研究论文只有２１篇。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间与“产出导向法”有关的研究论文
年度分布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间与“产出导向法”有关的研究论文年度分布

由图１可知，近年来国内有关“产出导向法”的
研究总体呈直线式上升趋势，经历了萌芽期和繁荣

发展期。在２０１５年萌芽期，发文量较少，只发表相
关研究论文３篇，这说明国内学者对“产出导向法”
的参与度不够高，相关研究处于初期研究水平。

“萌芽”往往蕴含着生机和活力。从２０１６年开始，

“产出导向法”取得了颇丰的研究成果，其理论与实

践体系日益完善。但是目前“产出导向法”在课程

思政育人领域中的应用十分匮乏，相关研究论文只

有２１篇。笔者认为，虽然“产出导向法”应用到课
程思政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鉴于我国大力倡导课

程思政理念，相关研究会受到国内教育研究工作者

的普遍关注，同时也会为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建

设提供新的路径。

二、“产出导向法”应用到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

下思政育人的理据

“产出导向法”理论框架主要包括“教学理念”

“教学假设”“教师主导＋师生共建的教学流程”［５］，
见图２［５］。图２中的“教学理念”是行动指南，为“教
学假设”和“教学流程”指引方向；“教学假设”是

“教学流程”检验的对象，受制于“教学理念”，同时

也为“教学流程”提供理论框架和理论支撑；“教学

流程”既要体现“教学理念”和“教学假设”，又要为

检验“教学假设”的成效提供现实依据。另外“教学

流程”中的核心环节是“驱动—促成—评价”，其中

“输出驱动是提高输入吸收效率的有效手段”，“输

入促成为输出提供高质量的语言保障”［６］。

图２　“产出导向法”理论框架

　　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实现英语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践行“产出导向法”理

念下英语专业课程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将

“产出导向法”应用到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

育人，有利于构建课程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同时也是对国家有关课程思政建设政策的有效回

应，例如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就明确指出，“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

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

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７］。将“产出导

向法”中的教学流程“驱动—促成—评价”应用到英

语专业课程思政育人，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对

输入隐含思政元素的材料进行学习，促成思政育人

目标的完成。具体而言，“输出驱动”环节在明确学

习目标的基础上线上引发学生学习思政素材的“饥

饿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输入促成”环节通过

线下适时适量、循序渐进地输入思政素材和产出导

向练习，引导学生促成产出任务，进而以“润物无

声”的方式实现育人目标；“评价环节”为教学的产

出情况提供及时的反馈和建议，在提升产出效果的

同时拓展思政育人。其中“输入促成”环节承上启

下，是能否实现知识产出目标和思政育人效果的关

键［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尝试将“产出导向

法”引入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

接研究，可以促成课程的思政育人效果。

三、“产出导向法”视角下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

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模式构建———以《英汉／汉
英笔译》课程为例

以“产出导向法”为教学理念的英语专业课程

线上线下思政育人强调“构建以学习为中心、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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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为目标、以育人为宗旨的具有高阶性、创新性、挑

战度的‘金课’”［９］。在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过程

中，可以将“产出导向法”中的“驱动—促成—评价”

三个重要的教学阶段分别对应线上“输出驱动”、线

下“输入促成”、线上“以评为学”三个重要环节。下

文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尝试从“产出导向
法”视角构建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模

式，如图３所示。

图３　“产出导向法”视角下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模式构建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

　　根据图３中的教学流程，在线上“输出驱动”环
节，教师主要扮演“设计师”的角色。首先依据教学

目标设计情境任务；然后将思政元素适时适量地融

入情境任务，并规定情境任务的要求，包括教学目

标、产出任务等方面的要求；最后设计翻译训练活

动。在线下“输入促成”环节，教师主要起引导作

用。教师引导学生对输入的蕴含思政元素的翻译材

料进行研习和讨论，并“提供促成产出的恰当输入

以帮助学生完成产出任务”［１０］，即通过“初级输

入—初级促成—中级输入—中级促成—高级输入—

高级促成”和“由简到难、任务相依、前后呼应的输

入和促成产出”［１１］，学生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进行

翻译技能的深度学习，与此同时这也有助于提高学

生运用英文进行中国文化表达的能力，进而增强学

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线上“以评为学”环

节，评价兼有“促学”的作用，不仅有利于学生及时

获取产出反馈、改进学习策略［１２］，而且通过综合采

用生生互评、教师评价等方式又能培养学生的批判

意识。

四、“产出导向法”视角下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

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模式实现路径

以“产出导向法”为教学理念的英语专业课程

线上线下思政育人强调线上线下教学时间、教学空

间的连贯和无缝衔接。下文以英语专业必修课程

《英汉／汉英笔译》为例，从线上“输出驱动”、线下
“输入促成”和线上“以评为学”三个环节阐发英语

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模式实现路

径。

（一）线上“输出驱动”环节

根据“产出导向法”，课前线上“输出驱动”环节

既为学生提供学习驱动力，又为学生提供“学然后

知不足”的学习机会。在此环节，教师可以将思政

元素融入线上情境任务，以任务驱动为导向，鼓励组

员合作，以小组线上研讨为中心，实现阶段性的思政

渗透。为了顺利实现线上思政渗透，教师课前要挖

掘教材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的思政元素为例，见表１。
表１　《英汉／汉英笔译》课程的思政元素

思政元素 思政要点

时代精神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悟“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等。

历史传承
注重培根铸魂，培养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能力，增

强文化自信，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人文素养
培养译者素养，学习有原则地讲好“中国故事”，培养家

国情怀、人文情怀、多元文化包容精神等。

国际视野
通过双语转换，提高全球理解力、全球表达力和跨文化

沟通能力。

职业道德
培养译匠精神，培养责任感和荣誉感，提升语言服务意

识，提高终身学习、团队合作、语言服务等方面的能力。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中讲授的内容“汉英
翻译与文化”为例。首先根据教学目标创设情境任

务，让学生小组合作（三人一组），通过网络查找中

央电视台连播的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

典”，了解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背景资料，感悟其中

名言名句所体现的文化内涵。然后鼓励小组成员线

上就某一用典翻译进行研讨，并在学习通平台以小

组为单位发表对汉英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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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过上述情境任务驱动，一则对习近平总书记

用典的欣赏、研读和试译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我国传

统文化的理解和领悟，也有益于学生接受“弹性的、

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１３］，实现“以文化人”的

育人功能；二则小组成员合作完成情境任务，不仅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包容精神和求实精

神［１４］，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协作能力、批判性思维

能力和语言服务能力。

（二）线下“输入促成”环节

学生在课前线上“输出驱动”环节会遇到困难，

而这些困难也将是课中线下“输入促成”环节需要

重点解决的内容，同时也会为进一步促成思政育人

提供机遇。基于课前完成的线上“输出驱动”，“适

时提供能够促成产出的恰当输入与不提供的相比，

前者能够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５］。如果教师能够

结合英语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通过“初级输入”

“中级输入”“高级输入”循序渐进地输入思政元素

材料，可以将课程思政育人的产出水平推向新高度。

因此课中线下“输入促成”环节是进一步促成学生

学习成果和思政育人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在小组课前准
备的基础上，线下课堂让小组代表展示本组已找到

的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资料，包括视频资料，小组成员

汇报对某一用典翻译的思考，简述翻译心得，并接受

他组成员的提问，同时开展同伴互评、教师点评。例

如某组学生代表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用典“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其小组译文。在探讨

用典的出处、体验用典深厚的历史文化光芒的基础

上，各组成员就译文展开激烈的研讨。对用典的研

习“无疑潜移默化地开启了‘文化自信’的爱国教

育，学生对祖国优秀的语言文字的崇敬和骄傲之情，

不禁油然而生”［１５］。在完成“初次输入”的基础上，

教师通过课堂任务驱动促成“中级输入”和“高级输

入”，例如以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人视水见形，视民

知治不”中“不”的翻译为例，讨论用典翻译原则。

针对有的学生译文知难而退，忽视原文“不（ｆｏｕ）同
（否）”字段的翻译，展开翻译点评和讨论。在此基

础上，提出“不（ｆｏｕ）同否”可以采用增译来再现用
典中的文化元素。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打破了

传统课堂“满堂灌”和沉默状态的教学模式，使学生

的学习更加贴近于翻译情境教学，而且通过开展个

性化学习与合作学习让学生全程参与翻译教学活

动，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同时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翻译职业操守，培养翻译职

业素养。

（三）线上“以评为学”环节

“产出导向法”提倡的“以评为学”源于“以评促

学”的教学理念，“主张在教师专业引领下，学生边

评边学、边学边评，打破‘学’与‘评’的界限，将评价

作为学习的强化、深入阶段”［１７］，凸显评与学、评与

教的有机统一 。作为一种合作评价方式，“以评为

学”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评价形式。师生互评、生生

互评和学生自评是“以评为学”的主要实现路径，有

利于全面实现“评学融合”［１７］。线上“以评为学”环

节贯穿整个教学活动，是拓展思政育人的重要组成

部分。英语专业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环节即时开展线

上评价，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意识到自己学习的不

足，起到“促学”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了

解思政育人成效，从而为拓展思政育人奠定基础。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线上“以评为
学”环节包括指导检查、任务产出、评价反馈三个部

分。首先教师在对所授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之后，通

过优质的线上教学资源配合和辅助，让学生学习相

关网络资源，进一步巩固学生的翻译专业知识，激发

学生的学习潜能。然后教师设计形式多样的教学活

动，将思政元素进一步融入基于学习通平台的小组

研讨和视频观摩学习。最后让学生以“汉英翻译与

文化”为主题写一篇５００字左右的学习心得，并用
习近平总书记某一用典的翻译加以说明，通过学习

通平台提交作业。在任务产出后，采取线上教师评

价、生生互评和学生自评的方式对每个学生的产出

成果进行探讨［１８］。线上“以评为学”环节采用“批

判性讨论”的方式组织线上教学，改变了“满堂灌、

零互动”的传统教学模式，有助于线上和线下教学

流程的密切衔接。而且线上“以评为学”中的评价

互动既能增强课程学习的趣味性，又能使学生的情

感、态度得到提升，进而提高课程思政育人的成效。

三、结语

全程全方位推进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既要考

虑如何将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融合起来，又要

思考如何实现专业知识学习与人文情怀培养的“同

向同行”“协同共进”“共同发展”，同时这也对新

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思考和新探

索［１９］。“产出导向法”有助于解决英语专业课程线

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之困惑。教师按照“驱

动—促成—评价”的教学流程，充分发挥“产出导向

法”对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作用，遵循线

上“输出驱动”、线下“输入促成”、线上“以评为学”

的教学流程，不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

可以促成学习目标和思政育人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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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设计框架［Ｊ］．外语教育研究前沿，２０１９（１）：
４４－５２．

［１２］张艳．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学术英语》泛在学习模式
研究［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１９（３）：１１０－１１５．

［１３］杨正军，李勇忠．翻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研究［Ｊ］．中国
外语，２０２１（２）：１０４－１０９．

［１４］李志英．高校翻译课程思政教学探索：情感学习理论视
角［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２０（４）：２２－２６．

［１５］司显柱．翻译教学的课程思政理念与实践［Ｊ］．中国外
语，２０２１（２）：９７－１０３．

［１６］文秋芳．产出导向法”的中国特色［Ｊ］．现代外语，２０１７
（３）：３４８－３５８．

［１７］关成勇，郭万群．混合式教学环境下基于ＰＯＡ的英语应
用文写作多元评价辩证研究［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２１
（２）：３０－３６．

［１８］刘琛琛，冯亚静．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日语口译”课程
教学实践［Ｊ］．外语教育研究前沿，２０１９（４）：６３－６９．

［１９］崔国鑫．高校外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思考与探索［Ｊ］．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０（１０）：３７－４２．

（责任编辑　许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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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本科教育背景下新建本科高校
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思考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杨　健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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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高校教学建设和管理的基层单位，基层教学组织的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高校内涵
式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对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基层教学组织的调查，剖析当前新建本科高校基

层教学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总结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在基层教学组织方面的探索，立足于振兴本

科教育，提出了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人才培养质量；振兴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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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我国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

归”，全面振兴本科教育的要求。同年，我国普通本

科院校 １２４３所，其中新建本科院校 ７０２所，占
５６４７％，［１］从数量上和在校生人数上都占据了我国
本科教育的半壁江山。因此提高新建本科高校人才

培养水平，既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发展，又关乎振兴本

科教育和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基层教学

组织是高校落实教学任务、促进教师教学发展、组织

开展学术研究、承担群体性教学活动的最基本教学

单位，直接影响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２］我国

基层教学组织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①１９５０年开
始，以教研组（室）的成立为标志进入建立与发展阶

段；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高校基层教学组织日渐式
微；③新世纪后，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基层教学组织
进入恢复和重振阶段。

新建本科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其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水平，将直接影响学

校日常教学管理、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和人才培养质

量的提高。

一、新建本科院校建设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势在

必行

在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全面振兴本

科教育离不开基层教学组织的底部支撑［３］。

（一）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是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的内在要求

近几年，教育部、河南省教育厅都高度重视基层

教学组织工作，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设要求。《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建立
完善基层教学组织，研究制定加强高校基层教学组

织建设的意见，推动高校以院系为单位，恢复设立或

完善教研室等基层教学组织，实现基层教学组织全

覆盖、教师全员纳入基层教学组织。２０１６年河南省
教育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基层教学

组织建设提高教学水平的指导意见》，文件指出：

“基层教学组织根据学校学科专业特点，围绕人才

培养目标要求，采取有利于教学活动组织与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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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组建，鼓励跨学科、跨院系交叉设立。原则上应

涵盖专业或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河南省教育厅

还把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纳入省级教学质量工程

项目，制定了省级优秀／合格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标
准，并给予优秀基层教学组织专项建设经费推动基

层教学组织建设。可见，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是

新建本科高校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的内在要求。

（二）提升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水平是解决人才

供需结构错位困境的基本举措

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５５％
提升至２０２０年的５４．４％，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
精英教育跨入普及化教育。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带来的人才需求结构调整，企业用人需求和

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大量岗位空缺的同

时大学生就业难；社会人文需求和高校人才培养现

状的不匹配使得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工作能力评价

越来越低。因此，改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成为我国

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高校的重要任务。作为教学

建设和管理的基层单位，提升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

水平能够有效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解决人

才供需结构错位困境的基本举措。

二、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基层教学组织建设调查

分析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下文简称“郑工”）前身为

中州大学，是一所成立于１９８０年的市属地方高校，
２０１５年通过教育部批准开始进入本科办学阶段并
更名。作为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培养服务地方社会

经济发展的人才是学校的重要职责。笔者于２０２１
年６月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摸底了该校基层教学组
织的基本情况，回收问卷７３２份，占当学期全体任课
教师（７５９人）的９６．４４％；其中，男性占比３８．８％、
女性占比６１．２％，与该校男女教师比基本一致。从
覆盖面上保证了调研的有效性。为全面掌握基层教

学组织的运行、管理，辅之以访谈、查阅文献资料等

调查方式。

（一）基层教学组织设置基本情况

２０１９年，为了适应升本后学校快速发展的需
要，郑工规划、设立了６６个基层教学组织。本次调
研样本涵盖了郑工全部基层教学组织。

基层教学组织类别方面，专业类 （５１个，
７７２％）和课程类（１５个，２２．８％）基层教学组织成
员人数分别为１１．２和１０．６，未设置实践类基层教

学组织。

基层教学组织成员规模方面，１０人以下的基层
教学组织有３２个，占比４８．５％，２０人以上基层教学
组织仅有７个，占比１０．６％，表现出规模偏小的现
状。

（二）基层教学组织制度制定及落实情况

自２０１７年开始，郑工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规章
制度，保障了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有章可依。

在本次调研中，部分教师（４１人，７．７２％）提出
了“完善规章制度”的建议。在对其进行深度访谈

中，表现出不了解校内相关规章制度，且对规章制度

建设完善并无清晰思路。在“教学建设经费”调查

中，有三成以上教师不知道其所在基层教学组织是

否有建设经费。

（三）基层教学组织功能发挥情况

通过对落实教学任务、组织教学教研活动、促进

教师发展等基层教学组织职能调研发现，教师对基

层教学组织的履职整体满意度得分在４．６３分，说明
基层教学组织履职能力初步展现。

集体教学教研活动频率方面，比较集中在１次／
周和１次／２周，占比分别是３５．１１％和４５．０８％，但
行政兼课教师和外聘教师参加教研活动的频率很低

甚至从未参加教研活动。

基层教学组织活动主题方面，基层教学组织教

研活动的议题非常多样，包括教学、科研、行政工作、

各类迎评检查，真正的教学研究活动比重很小。而

且这些教研活动仍以传统的听课评课、集体备课、人

才培养修订研讨等内容为主，参加人员以基层教学

组织专任教师为主，行政人员、外聘教师、企业行业

人员参加极少；跨学院、跨学校、跨学科的基层教学

组织的研讨几乎没有。

（四）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情况

２０１９年，郑工进行了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的选
聘工作，共选聘教研室（系）主任６５人，空岗１个。

从学历学位结构看，具有博士学位的１０人，占
比１５．３％，硕士学位５１人，占比７８．５％，学士学位４
人，占比 ６．２％；从职称结构看，教授 ７人，占比
１０８％，副教授３９人，占比６０％，讲师 １９人，占比
２９．２％；从年龄结构看，４０岁（含）以下２９人，占比
４４．６％，４０—５０岁（含５０岁）２８人，占比４３．１％，５０
岁以上８人，占比１２．３％。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的
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比较合理。

三、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

振兴本科教育背景下，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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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较强的内在动力，但是受新建本

科高校的管理体系和教师内生动力等因素的影响，

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通过对郑工样本分析，并对

比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河南省教育厅立项建设的８３２个
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的相关数据，归类总结新建本科

院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设置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足

大多数新建本科高校缺少基层教学组织设置程

序、制度、标准，仅仅明确了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的

行政级别和任职要求，基层教学组织的设置主要由

二级学院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积极申报，学校审批。

这就导致了在学校办学条件保持相对不变的情况

下，基层教学组织数量增加，使得基层教学组织正常

运转所需要的办公场地、资料室等难以保证，严重影

响了基层教学组织凝心聚力和教研活动的高质量开

展。

缺乏校级层面的统筹设计，导致基层教学组织

存在类型设置不合理、成员规模差别大等问题。如，

郑工基层教学组织最多者达 ２８人，最少者仅有 ４
人，且有１０个基层教学组织少于５人，对于基层教
学组织职责的落实缺乏人员保障。

（二）规章制度细化落实欠缺

新建本科高校普遍存在规章制度不系统、不全

面、缺乏量化标准，无法全面支撑基层教学组织的高

质量运行的情况。国家、省、学校层面都有基层教学

组织的建设方案和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大多属于指

导性、描述性的，缺乏操作性，也没有分别针对专业

类、课程类、实践类基层教学组织制定简单、可量化

的建设标准，这就导致很多基层教学组织成员对如

何建设基层教学组织的理解不明晰。其次，大多数

学校都有校级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方案，但是与之配

套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师资队伍建

设、教学质量建设等文件的缺失使得基层教学组织

的建设缺乏系统制度保障。

（三）教学教研主体功能弱化

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来说，组织教学工作、开展教

学研究应该是基层教学组织的主体功能。然而在实

际运行中，存在明显的主体功能弱化情况。一是承

担了大量的行政管理事务，比如接受校内外各种检

查评估、完成各种统计报表、传达学习各种会议精

神，这些工作严重分散了基层教学组织成员的精力；

二是重教学数量轻教学质量，由于体制原因，新建本

科院校高校教师的津贴收入分配大多与教学工作量

挂钩，教师为了现实利益，往往愿意多上课；而教学

质量的衡量往往流于形式，且与现实利益联系不大，

因此教师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热情并不高；三是

重科研轻教研，在现行的高校学科排名和教师职称

评定与职位晋升过程中，长期存在重视科研成果忽

视对教学工作的考核，这种导向往往引导教师将主

要精力投入到关乎自身发展的科研工作上，而对教

学工作、教学研究缺乏热情，很少参加基层教学组织

组织的活动。

（四）有责无权，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任职意愿

低

受到规模较小和运行惯性影响，新建本科高校

普遍存在权利集中在学校层面，作为决定高校办学

质量的基层教学组织往往赋予了很多职责，但是缺

乏相应的权利，仅仅成为学校教学管理基层执行者。

例如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对基层教学组织的经费并

没有最终的签字权，对成员的职称晋升、年度考核、

教学质量评价的权力也相当有限，这使得基层教学

组织负责人在组织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需要成员

全体参与的工作时，组织能力明显不足，严重影响了

基层教学组织的高质量建设。承担大量的工作同

时，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并没有适当的回报，在物质

激励、职称职务晋升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支持力度，

因此很多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任职意愿低，严重影

响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效果。

（五）教研活动的范围局限、形式单一

由于目前基层教学组织自下而上的组建路径，

缺乏全面统筹，未形成“跨、合、融”的层面，导致目

前“原班子、原人马”还是做着老事情的局面，不能

适应新形势下对基层教学组织提出的新要求。基层

教学组织建设的途径应该是形成教学共同体，改变

教师在教学、教研过程中单打独斗的局面，通过跨学

科、跨学院、跨专业、形式多样的集体教研活动有效

推动教学质量提高、教师发展、学生成长［４］。

四、新建本科院校基层教学组织发展建议

针对当前新建本科院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结合郑工基层教学建设方面的探索，

提出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的发展思路。

（一）科学设置，推进基层教学组织分类建设

新建本科院校应该遵循教学规律，按照学校学

科专业分布特点，均衡建设专业类、课程类、实践类

基层教学组织。成熟一个、设置一个、建设一个，严

格控制学校基层教学组织数量，确保基层教学组织

有一定规模，对规模小、实习弱、没有存在必要的基

层教学组织进行整合删减，确保所有基层教学组织

都能发挥基层教学建设者的作用。

郑工在基层教学组织的规划、设置方面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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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探索。如以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为抓手，促进专业

内涵式发展组建专业类基层教学组织５１个；以一流
课程建设为抓手，组建课程类基层教学组织１５个，
提高学校基础类课程的教学质量，为提高学生基础

素质和专业课程学习奠定良好基础。规划工程训练

中心和文科综合实训中心建设实践类基层教学组

织，组织积极参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设置实践教学

环节，依托实验室开放项目，统筹安排学校实践类课

程，全面提升学校实践类课程质量。

（二）优化细化，保证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有章可循

基层教学组织的建设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保障，

高校应该要加强基层教学组织的制度建设，确保做

到责权明确，有章可循。首先要出台学校层面基层

教学组织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做好顶层设计；其次，

各二级学院要按照学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方案，结

合学科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实际需要，科学合理明

确基层教学组织的具体职能，构建基层教学组织常

态化运行机制，从而确保基层教学组织的良性运转。

郑工着力优化细化基层教学组织制度建设。一

是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顶层设计，２０１７年出台
了《郑州工程技术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方案》。二是

配套出台确保基层教学组织良性运转的规章制度，

如听课制度、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教材建设与管理

办法、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办法、青年骨干教师培养

计划实施办法等规章制度，强化了教学工作例会制

度、期中基层教学组织专项检查制度和基层教学组

织年终述职制度，为基层教学组织各项活动的开展

提供校级制度支撑，有效地保证了基层教学组织的

运行。三是对标对表，以点带面推进全校基层教学

组织建设。学校按照省教育厅基层教学组织达标创

优工作的要求，对标优秀、合格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标

准，针对办公场地不足、课程建设水平低、教学研究

成果少等突出问题开展对标建设，加强硬件投入，重

点资助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积极推进合格备案

基层教学组织创优，形成了所有开设本科专业的学

院都有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以省级优秀基层教

学组织为引领在二级学院内部基层教学组织建设。

（三）明确责权，夯实基层教学组织主体功能

基层教学组织是教学工作和教学研究的具体组

织和实施者，是落实人才培养任务的主体，因此必须

明确职责，确保基层教学组织成员有时间、有精力聚

焦课堂教学、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育教学改革、教

材建设、教学资源建设、实验室建设、课程思政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从而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基层教学

组织成员应该把提高教学水平作为第一要务，树立

科研、教研服务于教学工作的学术观，不是为了评职

称而做研究，而是为了解决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实际

问题进行研究。

郑工在落实基层教学组织主体功能方面进行了

一系列的尝试。一是明确基层教学组织的核心功能

就是组织教学工作，开展教学研究。学校和二级学

院通过调整管理模式为基层教学组织减压，为基层

教学组织开展核心工作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二是

推动学校教学质量内涵式建设系统工程，对于教学

质量优秀的教师在计算教学工作量时给予工作量系

数上浮，对于双语课程、混合式课程等课程建设成果

运用于课堂教学的给予工作量系数上浮，在职称评

审时明确教学效果优秀是晋升职称的必备条件。三

是积极开展教学研究项目，学校持续开展教学改革

与实践项目、课程思政建设项目、一流课程建设项

目、实验室开放建设项目，对所有校级教研项目都给

予一定额度的经费支持，并纳入职称评审指标考核

体系，极大地调动了教师们开展教研活动的热情。

（四）下移管理重心，打造高素质基层教学组织

负责人队伍

目前我国高校大多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几乎所

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二级学院和行政部门，基层教学

组织在人、事、财三方面缺乏话语权，导致基层教学

管理工作缺乏主动性，影响了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高校应下移管理重心，赋予基层

教学组织相应的人、事、财权，激发基层教学组织建

设活力。

郑工从人事、事务、财务管理三方面积极赋权，

调动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积极性。在人事管理方面，

赋予基层教学组织在专业人才引进工作、推荐职称

评审候选人、提出各类评优评先人选的权力。比如，

开展职称评审、各类评优评先活动时，由基层教学组

织负责人对候选人出具相应的教学教研工作鉴定意

见，对长期无视基层教学组织活动和教学教研工作

者一票否决。在事务管理方面，赋予基层教学组织

在专业建设发展方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建

设、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标准、对外教学科研交流等

权力。在财务管理方面，赋予基层教学组织日常建

设和专项建设经费支配的权力，比如学校基于省级

优秀基层教学组织一定奖励性课时，基层教学组织

负责人按照多劳多得、优劳多得的原则进行分配，从

而有效调动成员的积极性。

郑工长期开展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能力提升专

项培训，有效提高了负责人的履职能力。为了激励

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的工作积极性，学校给予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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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任每学年减免额定教学工作量的３０％的激励
措施，并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审方面给予重点考虑。

通过选聘、培训、激励，郑工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结

构优化、能力提升、任职意愿大幅提升。

（五）拓展范围、丰富形式，推动基层教学组织

教研活动取得实效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应积极推动跨校际、跨院

际、跨学科的教研活动，以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

需要。

郑工智能科学与技术虚拟教研室与河南理工大

学、郑州轻工业大学、洛阳理工学院四校专业教师、

企业导师共同探索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推动创新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路径，取得了显著成绩，获批河南省

首批虚拟教研室。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办，各基层

教学组织承办，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交流与研

讨活动，比如读书分享会、教学沙龙、名师示范课，提

升了教师们持续学习的热情，营造了善学乐教的氛

围。旅游专业以“一个引领”“四个自信”为主线，不

断创新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把课程思政嵌入

专业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全

校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特殊教育专业与播音与主

持专业通过深度合作开设了全媒体即兴手语课程，

深受学生欢迎。

五、结论

振兴本科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成效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能否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合格的人才。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在提

升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改革与研究、提高师资队伍业

务水平，进而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上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十分必要、刻不容

缓。各高校要着眼自身情况，不可贪多求全，科学设

置，推进基层教学组织分类建设；优化细化规章制

度，保证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有章可循；学校、二级学

院要为基层教学组织减压，让基层教学组织成员有

时间、有精力、有热情聚焦教学教研主体功能；学校

要敢于赋权，给予基层教学组织相应的权利，多措并

举建立稳定高效的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队伍；推动

跨校际、跨院际、跨学科的形式多样的教研活动，确

保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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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菲啶类有机生色团是一类重要的含氮杂环有机生色团，是天然产物和药物合成的重要
中间体。本文综述了近年来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合成方法，主要有分子内环化法和 Ｐｉｃｔｅｔ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反应法，这些方法通常需要在高温、过渡金属催化、酸（Ｌｅｗｉｓ酸、Ｂｒｏｎｓｔｅｄ酸等）催化、多步
串联条件下进行，而在温和条件下（无酸、室温）合成的报道极少。同时对其在光物理和光化学性质

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报道，并对其应用前景作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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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２２
中图分类号：Ｏ６２６．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１１－０５

　　菲啶类有机生色团是一类重要的含氮有机化合
物，分子结构中通常含有较复杂的氮杂环，主要由

Ｃ，Ｈ，Ｏ，Ｎ四种元素组成，少数还含有 Ｓ，Ｃｌ等元素，
是天然产物和药物合成的重要中间体。菲啶类结构

单元广泛存在于天然产物［１］、药物［２］和有机功能材

料中［３］。例如，两面针碱（Ｎｉｔｉｄｉｎｅ）和花椒宁碱
（Ｆａｇａｒｏｎｉｎｅ）具有重要的抗癌活性，白屈菜赤碱
（Ｃｈｅｌ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ｅ）具有抗细胞毒素、抗菌等活性。基
于菲啶类有机生色团具有的生物活性和光电性

质，找到其高效的合成方法在药物化学领域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合成方法
１．１　 分子内环化法

目前，合成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各种方法被广

泛报道，其中通过邻取代二芳基分子的分子内环化

法为主要合成方法。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类：自由基

环合法［４］、苯炔法［５］、多组分一锅串联法［６］、光化学

法［７］、微波促进法［８］和过渡金属催化法［９］。然而这

些合成方法仍存在许多不足，例如：反应原料受限

制、反应条件严格、步骤较多、需要催化剂、产率不

高、应用性低等。

近年来，合成６－取代菲啶的方法被陆续报道，
主要有：

２００６年，ＳＨＯＵ等 ［１０］报道了以 ２－羧基重氮
盐、芳胺、芳醛为底物，在８０℃无催化剂的条件下串联
法合成６－芳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方法（图１）。

图１　ＳＨＯＵ等报道的６－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团

２０１４年，ＸＩＡ等 ［１１］报道了一系列通过芳胺与

２－异氰基联苯类衍生物且不需要过渡金属催化一锅
法合成菲啶衍生物的方法。这是一种快速的、取得高

产率但溶剂要求苛刻的合成菲啶衍生物的方法（图２）。

图２　ＸＩＡ等报道的６－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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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马丽芳等［１２］报道了芳基格氏试剂与

５－甲氧基菲啶 －６（５Ｈ）－酮反应得到菲啶类有机
生色团的方法（图３，３ａ）。该方法的反应条件温和，

操作简便，产率较高，但是当烷基溴化镁与５－甲氧
基菲啶 －６（５Ｈ）－酮反应时，只得到了菲啶 －６
（５Ｈ）－酮类有机生色团（图３，４ａ）。

图３　马丽芳等报道的６－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团

　　２０１５年，ＧＵＯ等 ［１３］报道了以２－异硫氰酸酯
联苯和二芳基碘

!

盐为底物在铜催化下合成构建菲

啶有机生色团的方法（图４）。

图４　ＧＵＯ等报道的６－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团

综上所述，上述合成６－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
团的方法的主要缺点是需要复杂的原料为底物，如

邻位官能团化的联苯类有机生色团。因此，寻找高

效、简便、条件温和的合成６－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
团的新方法首先需要一种简单易得的底物。

１．２　Ｐｉｃｔｅｔ－Ｓｐｅｎｇｌｅｒ反应法
近年来，通过 Ｐｉｃｔｅｔ－Ｓｐｅｎｇｌｅｒ反应［１４］来构建

６－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团渐渐成为主要的方法，此
反应通常在 Ｌｅｗｉｓ酸、Ｂｒｏｎｓｔｅｄ酸、多步串联条件下
进行。

２００６年，ＤＵＧＧＩＮＥＮＩ等 ［１５］报道了一系列以噻

唑（吡唑）基芳胺和芳醛为底物，在０℃，２％ ＴＦＡ条
件下或者ｐ－ＴｓＯＨ、回流条件下合成６－苯基菲啶
类有机生色团的方法。其反应机理是底物在酸质子

催化条件下通过 Ｐｉｃｔｅｔ－Ｓｐｅｎｇｌｅｒ分子内环化反应
合成得到中间体６－苯基－５，６－二氢菲啶，然后在
氧化剂条件下得到 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
（图５）。

图５　ＤＵＧＧＩＮＥＮＩ等报道的合成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

　　２００９年，ＹＯＵＮ等 ［１６］报道了２－芳胺类分子和
芳醛在酸性条件下合成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
的方法。只有当加入强酸且升温到１２０℃，反应３５

ｈ时，产率才得以提高。其反应机理可能是胺醛缩
合生成希夫碱，然后通过Ｐｉｃｔｅｔ

"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分子内芳
构化反应得到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图６）。

图６　ＹＯＵＮ等报道的合成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

　　２０１３年，ＺＨＥＮＧ等 ［１７］报道了以萘基苯硼酸和

芳醛为底物，在酸催化条件下一锅法合成６－苯基
萘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方法。研究表明当反应温

度升到１４０℃ 时，产率才能达到７０％ 以上（图７）。

图７　ＺＨＥＮＧ等报道的合成６－苯基菲萘啶类有机生色团

　　２０１４年，ＺＨＡＮＧ等 ［１８］报道了以芳香胺和芳醛

类在Ｂｒｏｎｓｔｅｄ酸催化条件下合成６－苯基菲啶类有
机生色团的方法。其反应机理是：胺醛在 Ｂｒｏｎｓｔｅｄ
酸催化下缩合生成希夫碱，然后胺基上的孤对电子

进攻双键发生分子内重排，进而在氧催化下去质子

化后得到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图８）。
２０１４年，ＨＡＮＤＹ等 ［１９］报道了在无酸条件下通

过Ｐｉｃｔｅｔ
"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反应合成咔啉，但是反应需要
在低共熔溶剂（如氯化胆碱／尿素）中温度为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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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进行（图９）。

图８　ＺＨＡＮＧ等报道的Ｂｒｏｎｓｔｅｄ酸催化合成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

　　２０１７年，ＱＩＮ等 ［２０］报道了在２＇－胺基 －１，１＇－
联苯的３位上引入了羟基，并且用一锅法在无酸室
温条件下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含６－苯基菲啶片段的
有机生色团。这是首次成功在温和无酸条件下合成

含菲啶片段的有机生色团（图１０）。
图９　ＨＡＮＤＹ等报道的合成咔啉类有机生色团

图１０　一锅法合成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路线及反应机理

２　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研究现状
６－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团因具有很好的生物

活性而存在于许多天然产物中，并且此类有机生色

团的合成及应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对其光

物理和光化学性质的研究的报道较少。

２００５年，ＺＨＡＮＧ等 ［２１］报道了苯基菲啶类染料

通过配体交换法在金属芯的表面形成聚合物，聚集

的银纳米颗粒在４４０ｎｍ处吸光度增强，吸光强度增
强约２倍。随着等离子体激发的粒子聚集增加，聚
合物在４００ｎｍ处被３，８－二氨基－６－苯基菲啶标
记（图１１）。

图１１　ＺＨＡＮＧ等报道的苯基菲啶银纳米聚集体

　　２０１３年，ＳＩＣＩＬＩＡ等 ［２２］报道了以 ３，８－二硝
基－６－苯基菲啶（ＨＣ∧Ｎ）为底物和不同金属钯复
合物形成的配体３－６，在 ＣＨ２Ｃｌ２中的紫外吸收光
谱表明，相较于ＨＣ∧Ｎ的吸收峰，配体３－６在３９０
ｎｍ左右表现出很强的吸收峰（ε＞１０４Ｍ－１ｃｍ－１），

是配体内 π－π跃迁引起的吸收峰［３９－４１］；而在

３９０～５５０ｎｍ的吸收峰则比较弱（ε＝９１３７－１５２２１
Ｍ－１ｃｍ－１），而且发生红移［４２］。室温下的激发光谱

和紫外吸收光谱表现出一致性。在７７Ｋ（玻璃态）
下的荧光发射光谱发现，配体３－６表现出橘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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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光现象。ＨＣ∧Ｎ则为绿色的磷光现象（图１２）。

图１２　（左）ＨＣ∧Ｎ和配体３－６在ＣＨ２Ｃｌ２中的归一化紫外吸收光谱（１０－５Ｍ）；（右）７７Ｋ（玻璃态）下ＨＣ∧Ｎ和配体３－６

在溶液中的归一化的激发光谱和发射（１０－５Ｍ，２－Ｍｅ－ＴＨＦｆｏｒ３－５，ＣＨ２Ｃｌ２ｆｏｒ６）

　　２０１７年，ＱＩＮ等 ［２３］报道了一锅法合成的含羟

基的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在良性与不良性混
合体系中，形成了纳米聚集体，并观察到了荧光强度

逐渐增强的现象。同时探究了该类分子在离子识别

领域的应用也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图１３）。

图１３　室温下６－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在ＭｅＣＮ／Ｈ２Ｏ溶液的荧光增强现象

３　结语
目前，６－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合成方法主

要是通过分子内环化法和 Ｐｉｃｔｅｔ－Ｓｐｅｎｇｌｅｒ反应来
构建６－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团，这些方法通常需
要在高温、过渡金属催化、酸（Ｌｅｗｉｓ酸、Ｂｒｏｎｓｔｅｄ酸
等）催化、多步串联条件下进行，而在温和条件下

（无酸、室温）合成的报道极少。因此，寻找高效、简

便、条件温和的合成６－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
新方法首先需要一种简单易得的底物。本文也综述

了该类分子在光物理和光化学性质方面的研究报

道，尤其是在离子识别领域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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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采用电导率仪测定山药多糖含量方法的可行性。采用三水平四因素正交试验对苯
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含量的方法进行优化设计，结果表明，影响吸光度值的四个因素的主次顺
序为硫酸用量＞显色温度 ＞５％的苯酚用量 ＞显色时间。最优测试条件：硫酸加入量为７ｍＬ，显色
温度为３０℃，５％的苯酚溶液使用量为１．０ｍＬ，显色时间为３０ｍｉｎ。不同葡萄糖浓度下的电导率，证
实了葡萄糖的电导率与其浓度存在非常好的线性关系。在优化条件下，以葡萄糖标准溶液为参照，

进一步测得山药多糖的电导率与其浓度同样存在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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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药可用于药物和食物，具有多种生物活性成
分［１］，其中有两种酸性多糖和一种中性多糖的多糖

类成分是山药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２］，表现出增加

人体免疫力、抗衰老、抗突变、抗氧化、抑制肿瘤和降

低血糖等生理功能［１－４］，在医疗保健范畴具有宽广

的运用前景。目前，实验室对于山药多糖的提取多

采用溶剂提取法，即通过水或体积分数较高的乙醇

水溶液等，利用溶质在提取剂中的扩散过程将山药

多糖提取出来，得到粗多糖［４－６］。此外，山药多糖的

提取方法还有超声波辅助提取法、微波辅助提取法

和酶法，以及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多种方法结

合使用等技术［７－８］。按上述方法提取的多糖一般含

有杂质，为了提高多糖提取率和纯度，还需要将蛋白

质、脂肪、色素等杂质分别除去［９］。山药多糖含量

的测定方法常用苯酚 －硫酸法和蒽酮 －硫酸
法［１０－１１］，另外也可以用 ＨＰＬＣ法，但测量前需要尽
可能去除色素、蛋白、单糖、低聚糖等［１０］。

本文采用三水平四因素正交试验对苯酚－硫酸
法测定方法进行优化设计，利用电导率仪测定山药

在不同条件下的电导率，研究山药多糖溶液的电导

率与其多糖含量之间的关系，探讨利用电学特性进

行多糖含量预估的可行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铁棍山药：产自河南省焦作温县；苯酚、浓硫酸、

葡萄糖、乙醇、氯化钾：均为分析纯。

１．２　主要仪器与设备
ＤＨＧ－９０５３Ａ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４００Ａ多功能粉碎机：永康市红太阳
机电有限公司；ＨＰＣ０７ＳＣ－数显加热磁力搅拌器：美
国ＡＰＬＵＳ有限公司；ＡＥ１２４分析天平：上海舜宇恒
平科学仪器；ＵＶ－１８００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
达仪器有限公司；ＴＧ１６台式离心机：上海卢湘仪离
心机仪器有限公司；ＳＬＤＳ－１电导率仪：南京桑力电
子设备厂；ＤＪＳ－１Ｃ电导电极（铂黑）：上海罗素科
技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铁棍山棍的预处理和多糖的提取

选取新鲜的山药切成薄片，去皮，清洗，切成２～３
ｍｍ的薄片。将山药片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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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加热６～８ｈ，直至山药的失重比基本保持不变，得
到白色的干燥山药片，如图１ａ所示。随后，将干燥的
山药片用粉碎机制成山药粉，如图１ｂ所示。

图１　实验过程中的山药片（ａ）和山药粉（ｂ）的外观形貌

实验采用水煮醇沉法提取山药多糖。通过料液

比、提取时间、提取温度、乙醇浓度４个因素进行正
交试验设计，得出较高的山药多糖提取率的最优方

案。高行恩［７］采用水煮醇沉法山药多糖提取最佳

方案，得出山药多糖的提取率为７．５７％，本试验得
到的山药多糖提取率为３．４４％。
１．３．２　铁棍山药多糖的含量测定

称取０．０１０１ｇ葡萄糖于５０ｍＬ烧杯中，加水溶
解，转入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定容，摇匀，制
备成葡萄糖标准溶液备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出口植物源食品中粗多糖的

测定苯酚－硫酸法》（ＳＮ／Ｔ４２６０—２０１５）［１２］，用移液
管分别吸取葡萄糖对照品溶液 ０．００，０．２０，０．４０，
０．６０，０．８０，１．００ｍＬ，置于２５ｍＬ具塞试管中，再分
别加入蒸馏水至体积为１．０ｍＬ，加入１．０ｍＬ５％的
苯酚和５ｍＬ硫酸，混合均匀后置于数显加热磁力搅
拌器，于３０℃显色 ２０ｍｉｎ，在 ４９０ｎｍ处测定吸光
度，空白对照以蒸馏水代替葡萄糖溶液。以葡萄糖

浓度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制作标准曲线。

称取０．０１３９ｇ山药粗多糖于烧杯中，加入蒸馏
水搅拌溶解，转入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水定容，摇匀
后，将待测溶液用１ｍＬ移液管精密移取到具塞试管
中，测定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出山药多糖含

量。计算式为

ω＝
ｍ１
ｍ２
×
Ｖ１
Ｖ２
×０．９×１０－４，

式中：ω—样品多糖含量质量分数，ｇ／１００ｇ；
ｍ１—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出的样品含糖量，μｇ；
Ｖ１—样品定容体积，ｍＬ；
Ｖ２—比色测定时加入样品液体积，ｍＬ；
ｍ２—样品质量，ｇ；
０．９为葡萄糖换算成葡聚糖的校正系数。

１．３．３　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含量方案的优化
吸取１．００ｍＬ样品液进行单因素试验，实验选

择５％的苯酚用量、硫酸用量、显色时间以及显色温

度进行单因素试验，因素水平见表１。根据单因素
实验结果，选取苯酚用量（Ａ）、硫酸用量（Ｂ）、显色
温度（Ｃ）、显色时间（Ｄ）为考察因素，采用正交实验
设计，在４９０ｎｍ处分别测定吸光度，优化分析测定
条件。

表１　正交试验的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苯酚用量／ｍＬ

（Ａ）

硫酸用量／ｍＬ

（Ｂ）

显色温度／℃

（Ｃ）

显色时间／ｍｉｎ

（Ｄ）
１ ０．６ ５ ２０ ２０
２ ０．８ ６ ３０ ３０
３ １．０ ７ ４０ ４０

１．３．４　葡萄糖和山药多糖溶液电导率的测定
称取葡萄糖１．００００ｇ，用蒸馏水定容至１００．００

ｍＬ。移取葡萄糖溶液 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ｍＬ，分别稀释定容至５０．００ｍＬ。将稀释溶液按
浓度从低到高的顺序适量倒入１至５号试管中，保证
液体恰好能淹没电导电极的极板。测试不同浓度葡萄

糖溶液的电导率，观察葡萄糖浓度与电导率的关系。

称取山药多糖 ０．０１３９ｇ，用蒸馏水定容至
１００．００ｍＬ。移取葡萄糖溶液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ｍＬ，分别置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蒸馏水定容。
将稀释溶液按浓度从低到高的顺序适量倒入１至４号
试管中，保证液体恰好能淹没电导电极的极板。最后

用ＳＬＤＳ－Ｉ型电导率仪测不同浓度山药多糖溶液的电
导率，观察山药多糖浓度与电导率的关系。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含量的方法研究
２．１．１　标准曲线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出口植物源食品中粗多糖的测定苯酚 －硫酸法》
（ＳＮ／Ｔ４２６０—２０１５）［１２］配制葡萄糖标准溶液，用数
显加热磁力搅拌器于３０℃显色 ２０ｍｉｎ，在４９０ｎｍ
处测定吸光度，空白对照以蒸馏水代替葡萄糖溶液。

制作标准曲线和回归方程，将所测吸光度与葡萄糖

浓度作散点图，并标出其标准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２　葡萄糖溶液的吸光度与其浓度之间的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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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２可知，葡萄糖标准曲线的线性回归方程
为ｙ＝１１．７３１ｘ－０．０２０１，Ｒ２＝０．９８６４。其中 ｙ为吸
光度，ｘ为葡萄糖溶液浓度（ｍｇ／ｍＬ）。该葡萄糖溶
液浓度在０．０２～０．１ｍｇ／ｍＬ时，标准曲线线性关系
良好，为山药多糖的测定提供参照。

实验所测山药多糖样品的吸光度为０．４４５，按
葡萄糖标准曲线线性回归方程 ｙ＝１１．７３１ｘ－
０．０２０１计算得出 ｘ＝０．０３９６ｍｇ／ｍＬ，再按照山药多
糖含量计算式得出山药多糖含量为２５．６４ｇ／１００ｇ。
２．１．２　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含量方法的优化

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含量正交优选设计
及结果见表２。

对表２进行正交试验结果直观分析，计算极差，
确定影响因素的主次顺序。Ｋｉ表示所对应的实验
结果之和，同理可得其他ｋ值。另外 ｋｉ＝Ｋｉ／３，极差
Ｒ＝ｍａｘ｛ｋ１，ｋ２，ｋ３｝－ｍｉｎ｛ｋ１，ｋ２，ｋ３｝。

由正交试验结果得出，影响吸光度值的四个因

素的主次顺序依次为硫酸用量（Ｂ）、显色温度（Ｃ）、
５％的苯酚用量（Ａ）、显色时间（Ｄ），最佳设计方案
组合为Ａ３Ｂ３Ｃ２Ｄ２，即硫酸加入量为 ７ｍＬ，显色温
度为３０℃，５％的苯酚溶液使用量为１．０ｍＬ，显色时
间为３０ｍｉｎ。在最佳测定方案下，所测得的山药多
糖含量为３３．９９ｇ／１００ｇ。

表２　Ｌ９（３４）正交优选设计及结果

实验号
因素

Ａ Ｂ Ｃ Ｄ
吸光度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３０３
２ １ ２ ２ ２ ０．４５６
３ １ ３ ３ ３ ０．４６５
４ ２ １ ２ ３ ０．４２８
５ ２ ２ ３ １ ０．３６５
６ ２ ３ １ ２ ０．５４１
７ ３ １ ３ ２ ０．３７３
８ ３ ２ １ ３ ０．４０５
９ ３ ３ ２ １ ０．５９６
Ｋ１ １．２２４ １．１０４ １．２４９ １．２６４
Ｋ２ １．３３４ １．２２６ １．４８０ １．３７０
Ｋ３ １．３７４ １．６０２ １．２０３ １．２９８
ｋ１ ０．４０８ ０．３６８ ０．４１６ ０．４２１
ｋ２ ０．４４５ ０．４０９ ０．４９３ ０．４５７
ｋ３ ０．４５８ ０．５３４ ０．４０１ ０．４３３
Ｒ ０．０５０ ０．１６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６

２．２　山药多糖的电学性能研究
２．２．１　葡萄糖溶液的电导率

将铂黑电导电极（Ｋ＝１．０６１）放入０．０１ｍｏｌ／Ｌ
氯化钾溶液中，选取２０到２００μｓ／ｃｍ的量程，进行
校准，测量其氯化钾溶液电导率为 ２．１６１ｍｓ／ｃｍ。
之后进行葡萄糖各系列稀释溶液的电导率测量。将

所测电导率与葡萄糖质量浓度作散点图，并标出其

标准曲线，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葡萄糖溶液在２５℃、浓度在１．０～

５．０ｇ／Ｌ时，其浓度与电导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线
性回归方程为ｙ＝３．０５３ｘ＋３．６２７，Ｒ２＝０．９９０６。设
置仪器为２５℃时，４８ｈ内对同一批葡萄糖溶液进行
电导率测量，发现在不同时间测定的平均电导率值

接近第一次测量数据，表明电导率与葡萄糖浓度的

关系稳定。

图３　葡萄糖的电导率与其浓度之间的关系曲线

２．２．２　山药多糖溶液的电导率
由图４可知，山药多糖溶液在 ２５℃、浓度在

０．０１３９～０．０５５６ｇ／Ｌ时，浓度与电导率呈一般的线
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５４３．２４ｘ＋３．６９５，Ｒ２＝
０．９５３。

图４　山药多糖溶液的电导率与其浓度之间的关系曲线

通过比较相关系数，发现山药多糖溶液比葡萄

糖溶液的相关系数低，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１）山
药多糖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部分成分能表现出导

电的性能，而部分成分的溶解性很差，导致电导率测

试存在误差；（２）山药多糖在测电导率时，溶液里自
由离子不稳定，导致测出来数值不准确。葡萄糖溶

液的相关系数 Ｒ２为０．９９０６，葡萄糖溶液的相关系
数Ｒ２为０．９５３，这也说明糖类物质可以通过测电导
率来计算其含量。

３　结论
以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为例，系统研究了

山药多糖的提取，苯酚 －硫酸法测定多糖含量方法
的优化设计，以及多糖含量与电学性能的关系，并针

对研究进行了实验设计和分析。主要研究内容与实

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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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采用水煮醇沉法提取山药多糖提取，并对
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的含量的方法进行优
化。选取了四个因素进行单因素试验，在其试验的

基础上进行了正交实验优化设计，以此得出最佳设

计方案组合为Ａ３Ｂ３Ｃ２Ｄ２，即最佳的工艺条件为硫酸
加入量为７ｍＬ，显色温度为３０℃，５％的苯酚溶液使
用量为１．０ｍＬ，显色时间为３０ｍｉｎ。

（２）在最优条件下，葡萄糖溶液质量浓度与电导
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为ｙ＝３．０５３ｘ＋
３．６２７，Ｒ２＝０．９９０６。山药多糖溶液的质量浓度与电
导率呈较好的线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
５４３．２４ｘ＋３．６９５，Ｒ２＝０．９５３。可依据该回归方程得出
样品溶液所测得电导率，进而得出样品多糖的含量。

本文不仅对常用的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
的方法进行了优化，而且对多糖含量的测定方法开

拓了新的测定方法，即通过山药多糖的电学性能测

定多糖含量，主要研究了山药多糖的电导率与其质

量浓度之间的关系，建立方程，并以此计算出其中的

多糖含量。由实验结果可知，山药多糖的浓度越大，

电导率越高，且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这为今后的

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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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磷酸铁锂材料金属元素浸出动力学研究

赵　莉１，王永志２

（１．安徽新华学院 城市建设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８８；２．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８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２８
基金项目：建筑结构安徽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校级重点项目（ＫＬＢＳＺＤ２０２００８）；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２０２０１２２１６０６２）；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ＡＨ２０１９１２２１６１９０）
作者简介：赵莉（１９８６—），女，山东泰安人，硕士，安徽新华学院城市建设学院副教授。

摘　要：采用盐酸对回收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中的金属元素进行浸出实验，重点研究了盐酸过
量的比例、酸浸的温度、酸浸的时间等对金属元素浸出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盐酸过量１．２倍、
酸浸温度７０℃、搅拌速度２００ｒ／ｍｉｎ、时间４５分钟条件下，金属元素的酸浸出率可以达到９８．２％，实
现了磷酸铁锂材料中金属元素的有效回收。

关键词：磷酸铁锂；回收锂离子电池；再生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２４
中图分类号：ＴＭ９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２０－０４

１　引言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在可预

见的未来，动力电池将大规模退役并进入回收利用

环节［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明确提出，应加强动力电池梯级利
用和回收管理，引导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加强对废旧

电池的回收利用，鼓励发展专业化的电池回收利用

企业，明确动力电池收集、存储、运输、处理、再生利

用及最终处置等各环节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４〕３５号）也提出，要加快新能
源汽车售后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制定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政策，探索利用基金、押金、强制回收等方式促

进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建立健全废旧动力电池循环

利用体系，因此对报废锂离子电池的有效回收不仅

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而且可以缓解行业快速发展

对于资源的需求，并能够实现节能和环保目标。

从报废的锂离子电池中回收有价值的金属元素

研究也很多，利用湿法工艺对回收的锂离子电池材

料中有价值的金属元素实现循环回收利用是目前行

业采用的主流产业化方式［２］，湿法工艺回收锂离子

电池主要的工艺流程包括：模组的拆解、放电、单体

的拆解、烧结、破碎、筛分、浸出、分离回收等工序，其

中浸出工序主要是针对电池材料中有价值的金属元

素的回收［３－５］。浸出反应利用的主要是酸浸方式，

利用酸和电池材料中的金属元素反应生成可溶性的

盐，进一步通过分离的方式把不同的金属元素分开

回收。现在酸浸通常利用的酸有硫酸、盐酸和硝酸

等，但是采用硫酸进行酸浸时，在后期的不同金属元

素分离的过程，尤其需要进行沉淀洗涤的时候，会消

耗大量的水，给环保带来很大压力。而采用硝酸进

行酸浸时，硝酸的氧化性又会引入一些杂质元素，

给后期回收利用金属元素的提纯带来麻烦。本文

采用盐酸作为回收磷酸铁锂材料的浸出剂，主要

研究在酸浸过程中不同的工艺条件，酸浸的效果，

探究浸出工艺主要影响因素的最佳条件，为回收

锂离子电池材料金属综合利用提供有效的参考。

２　实验
２．１　原材料

实验用电池回收料来源自合肥某电池回收公

司，为报废的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取样测试其化

学成分见表１。本实验所用的盐酸和过氧化氢都为

·０２１·



分析纯试剂。

表１　回收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化学成分组成

Ｌｉ Ｆｅ Ｃｕ Ａｌ
２．４％ １８．８％ ４１．２ｐｐｍ ４８．３ｐｐｍ

２．２　实验方法
本实验主要基于目前电池回收行业主流回收工

艺，利用酸把回收磷酸铁锂废料进行溶解，把磷酸铁

锂中的金属离子全浸出形成溶液，再通过过滤除去

不溶的杂质。所用的酸可以是硫酸或者盐酸，考虑

酸浸出的金属离子循环使用，再次作为合成磷酸铁

锂的原材料，铁需氧化成三价铁，结合氧化剂的选择

以及产业化成本优势的考虑，选择了盐酸作为酸源，

氯气为氧化剂。

磷酸铁锂废料用盐酸浸出的过程，主要影响因

素就是盐酸的用量、反应的温度和搅拌的强度，本实

验设计便基于以上三个因素，每个因素考虑四水平

进行设计开展，最终通过不同因素水平条件下数据

结果确定最佳方案。

回收的磷酸铁锂粉料用盐酸浸出，然后再通入

氯气进行氧化，最终得到三价铁铁盐溶液，该过程的

主要化学反应为：

ＬｉＦｅＰＯ４＋３ＨＣｌ→Ｈ３ＰＯ４＋ＦｅＣｌ２＋ＬｉＣｌ
２ＦｅＣｌ２＋Ｃｌ２→ＦｅＣｌ３
由于盐酸氧化性不强，铜的溶解度低，可降低终

端产品杂质含量。且盐酸适宜溶解磷酸铁锂，过量

不多。取１００ｇ回收磷酸铁锂物料放入１Ｌ的反应釜
中，加入一定量的盐酸充分反应后，搅拌速度设置为

２００ｒ／ｍｉｎ，再通入氯气进行氧化处理，反应过量的氯
气，通过氢氧化钠溶液进行吸收收集，通过氢氧化钠

吸收液中气泡的排出判定反应的进度，及时调整氯

气通入的量。在回收物料用盐酸酸浸的过程通过调

节盐酸的过量比例、反应的时间、反应釜循环水的温

度等实验条件，得到不同条件下的浸出液，然后对不

同的实验取样测试其中铁离子的浓度，从而可以计

算出该实验条件下回收物料中金属离子的浸出率，

从而可得到最佳的浸出工艺条件。

３　实验结果及讨论
３．１　盐酸过量不同比例对酸浸效果的影响

表２　不同盐酸过量倍数酸浸液Ｆｅ含量

盐酸过量倍数 Ｆｅ含量

１倍
１．１倍
１．２倍
１．３倍

０．２９８ｍｏｌ／Ｌ
０．３０１ｍｏｌ／Ｌ
０．２７５ｍｏｌ／Ｌ
０．２５１ｍｏｌ／Ｌ

　　调整循环水的温度为６０℃，配置浓度为２ｍｏｌ／Ｌ

的盐酸溶液，称取１００ｇ回收物料，按表１测试结果
根据物料中铁的物质量，分别按盐酸过量１倍、１１
倍、１．２倍、１．３倍不同比例加入盐酸进行实验，得到
不同条件下的酸浸液，然后分别取样测试，结果如表

２和图１所示。

图１　不同盐酸过量倍数酸浸液Ｆｅ含量

由图１中数据分析可知，当盐酸的过量１．１倍
的时候，回收物料中的铁就可以被完全浸出，后面随

着盐酸过量的倍数增加，铁离子浸出总量并没有变

化。因此最合适的过量比例为盐酸过量１．１倍。
３．２　反应温度对磷酸铁锂浸出实验的影响

按盐酸过量１．１倍，称取回收磷酸铁锂物料，同
时加入适量的２ｍｏｌ／Ｌ的盐酸，在搅拌速度２００ｒ／ｍｉｎ
和反应时间０．５小时固定的情况下，调节反应过程循
环水的温度，得到不同温度下的酸浸液，并取样送测各

样品中铁离子的浓度。测试结果如表３和图２所示。
表３　不同反应温度下酸浸液 中Ｆｅ含量

循环水的温度 Ｆｅ含量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０．１６３ｍｏｌ／Ｌ
０．１９４ｍｏｌ／Ｌ
０．２３５ｍｏｌ／Ｌ
０．２３４ｍｏｌ／Ｌ

图２　不同反应温度酸浸液Ｆｅ含量

　　从图２可以看出，随着循环水温度的升高，其他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溶液中铁离子的浓度不断升高，

说明反应的温度对浸出率的影响比较显著，温度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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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８０℃和９０℃时，浓度相近，表明温度升至８０℃以
后温度对浸出的推动作用达到峰值，且温度再升高，

盐酸的挥发速度增加，导致酸的量过量不足，不利于

实验的持续性开展。

３．３　反应时间对浸出实验的影响
按盐酸过量１．１倍量取对应的回收磷酸铁锂料

和２ｍｏｌ／Ｌ的盐酸，反应过程循环水的温度控制在
８０℃，其他反应条件不变，调整反应的时间，得到不
同反应时间的酸浸样，对不同样品测试铁离子的浓

度，如表４和图３所示。
表４　不同反应时间酸浸液Ｆｅ含量

反应时间 Ｆｅ含量

３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９０ｍｉｎ
１２０ｍｉｎ

０．２０３ｍｏｌ／Ｌ
０．２９６ｍｏｌ／Ｌ
０．３３５ｍｏｌ／Ｌ
０．３３４ｍｏｌ／Ｌ

图３　不同反应时间酸浸液铁含量曲线

　　从图３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浸出反应开始随着时
间的增加，酸浸液中铁离子的浓度开始呈上升趋势，

最终达到最大值，时间再延长溶液中铁离子的浓度

基本没有变化，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酸浸

实验最佳反应时间为９０ｍｉｎ。
３．４　最佳酸浸条件下酸浸效率验证及再利用

在１Ｌ的反应釜内，按盐酸过量１．１倍，加入回
收料和２ｍｏｌ／Ｌ的盐酸，反应温度在８０℃，搅拌速度
２００ｒ／ｍｉｎ，反应时间为９０ｍｉｎ，在此相同的实验条件
下，平行做四组实验，并对四组实验的酸浸液进行铁

离子浓度的测试，进一步计算出各组实验酸浸效率，

其结果如表５和图４所示，测试结果表明，在实验验
证的最佳浸出条件下，回收物料中Ｆｅ离子浸出率稳
定，约为９９．４％。

表５　最佳反应条件下酸浸效率验证结果

分组 酸浸效率

１
２
３
４

９９．３８％
９９．４２％
９９．４１％
９９．３９％

　　根据酸浸液中亚铁离子的浓度，通入一定量氯

气，控制氯气通入流量，以有多余氯气排出定义反应

终点，用氢氧化钠溶液对排出的尾气进行吸收，继续

搅拌至反应完全后，加入一定量磷酸一氨，用氨水调

节ＰＨ，可得到磷酸铁沉淀，过滤后在滤液中加入一
定量碳酸钠，可得到碳酸锂沉淀，最终实现铁和锂的

循环利用。对沉淀的磷酸铁锂烧结脱去结晶水并对

其进行ＸＲＤ测试分析，如图５所示，从ＸＲＤ测试结
果可以看出，通过回收废料得到的Ｆｅ离子最终合成
的磷酸铁与磷酸铁标准卡片在特征峰上完全吻合，

且无杂峰存在，说明本实验条件下得到的磷酸铁结

构稳定，材料具有较好的结晶度。

图４　最佳反应条件不同组酸浸效率曲线

图５　回收离子制备磷酸铁ＸＲＤ图谱与标准卡片对比

对沉淀得到的碳酸锂进行锂含量的测试，结果

在９７．２％，证明回收锂金属制备的碳酸锂能够达到
电池级的标准。

４　结论
（１）通过盐酸酸浸磷酸铁锂电池材料，能够实

现对电池材料中的Ｆｅ和Ｌｉ金属离子的回收。
（２）盐酸酸浸磷酸铁锂废料的最佳工艺条件。

使用２ｍｏｌ／Ｌ的盐酸，固定搅拌速度为２００ｒ／ｍｉｎ，盐
酸过量１．１倍，温度为８０℃，反应时间为９０ｍｉｎ的
条件下，磷酸铁锂废料金属离子浸出效率最高，达到

９９％以上。
（３）对酸浸液中得到的金属离子，通过一定的

工艺流程制备得到的可循环利用材料磷酸铁和碳酸

锂，经测试分析质量稳定，能满足再利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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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柱 －钢梁单边螺栓连接节点
静力性能有限元分析

黄春晓１，２，潘福婷１，２，赵　莉１，２，王　颖１，２

（１．建筑结构安徽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安徽新华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８８；
２．安徽新华学院 城市建设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８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１１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ＫＪ２０１９Ａ０８８５、ＫＪ２０２０Ａ０７９５）；建筑结构安徽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校

级重点项目（ＫＬＢＳＺＤ２０２００８）
作者简介：黄春晓（１９８９—），女，安徽六安人，硕士，安徽新华学院城市建设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钢结构、组合结构方面的研究。

摘　要：为了研究方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柱－钢梁单边螺栓连接节点的静力性能，为工程的应
用和进一步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利用 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建立此类节点的数值模型，并采用已有
的试验结果验证模型的准确性。选取钢梁屈服强度、钢柱屈服强度、组合柱空心率、组合柱长细比、

柱截面含钢率、螺栓直径、端板厚度和螺栓预拉力等参数，分别从节点极限承载力和初始刚度两方面

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单调荷载作用下，该类节点核心区的极限承载力随着钢梁屈服强度、组合

柱钢管屈服强度、柱长细比、螺栓直径、端板厚度和螺栓预拉力的增大而增大，随着柱空心率的增大

而减小；初始刚度随着柱含钢率和端板厚度的增大而增大，随着柱空心率的增大而减小。

关键词：中空夹层；单边螺栓；静力性能；数值模型；参数分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２５
中图分类号：ＴＵ３９８＋．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２４－０５

０　引言
近年来，在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结构中，钢管混凝

土结构较多应用在轴心或偏心受压构件［１］中，然而

当构件长细比较大或者荷载偏心率较大时，形心处

的核心混凝土不足以提供有效的抗弯承载力。中空

夹层钢管混凝土（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ｆｉｌｌ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ｓｋｉｎｓｔｅｅｌ
ｔｕｂｅ，ＣＦＤＳＴ）柱是在同心放置的两层钢管之间的夹
层部位浇筑核心混凝土形成的一种组合构件，以其

抗弯刚度大、耐火性能好、自重轻、塑性和韧性好等

优点在超高层建筑、大尺寸灌注桩、输电塔、深海平

台支架柱以及对耐火、抗冰冻要求较高的环境等结

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２］。

目前端板式螺栓连接节点的受力性能研究主要

针对Ｈ型钢梁－Ｈ型柱，而闭口截面形式的柱体由
于施工难度大导致研究较少。单边螺栓具有单侧安

装、单侧拧紧、受力性能可靠和施工便捷等优点，较

好地解决了闭口截面形式钢构件之间的连接难题，

常见的单边螺栓有Ｈｏｌｌｏ－ｂｏｌｔ和Ｏｎｅｓｉｄｅ－ｂｏｌｔ。
王静峰等［３］以柱截面空心率、端板形式等为参

数，进行了方套方ＣＦＤＳＴ柱单边螺栓连接节点的拟
动力试验，获得了各种工况下节点的动力特性和破

坏模式。杨文伟等［４］通过 ４个中空夹层钢管混凝
土－钢管Ｋ形搭接节点的抗震性能试验，得到了组
合节点的破坏形态和抗震性能指标。霍永伦等［５］

进行了单边螺栓连接的圆形 ＣＦＤＳＴ柱 －钢梁组合
节点的抗震试验，研究表明组合节点具有较高的承

载力和良好的滞回性能。目前，关于该类新型节点

的工作机理分析及数值模拟的研究较少。

本文利用 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软件，考虑材料本构
关系、复杂接触和界面摩擦等问题，建立外伸端板连

接的方套方截面 ＣＦＤＳＴ柱 －钢梁组合节点的静力
模型，利用已有试验验证模型的准确性；深入研究材

料强度、组合柱空心率、螺栓直径、螺栓预拉力和端

板厚度等参数对组合节点核心域弯矩（Ｍ）－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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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关系的影响规律，以期为此类节点在工程领域
的设计和应用提供科学参考。

１　有限元模型建立
１．１　模型设计

该节点由方套方截面的 ＣＦＤＳＴ组合柱与 Ｈ型
钢梁拼接而成，节点为中间层中柱节点，构造如图１
（ａ）。钢梁与外伸端板之间、钢梁腹板与上下翼缘
之间采用焊接连接，组合柱翼缘与外伸端板之间采

用单边螺栓连接。

典型节点算例的设计参考实际工程常用参数范

围，采用１１的比例建立典型节点模型：组合柱高
３６００ｍｍ，外钢管为４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１６ｍｍ，内钢管
为２４０ｍｍ×２４０ｍｍ×１６ｍｍ，柱截面空心率 χ＝
０．６５；钢梁截面为 Ｈ４５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９ｍｍ×１４
ｍｍ，梁长 ３３８４ｍｍ；外伸端板尺寸为 ６５０ｍｍ×２５０
ｍｍ×１６ｍｍ；钢材牌号均为 Ｑ３４５Ｂ，核心混凝土为
Ｃ５０，螺栓型号为１０．９级高强单边螺栓Ｍ２０，节点构
造图见图１（ｂ）。

图１　典型节点构造图

１．２　材料性能
内外钢管采用的钢材应力－应变关系选用二次

塑流模型［６］，单边螺栓采用的高强钢材选用双线性

强化模型［７］，如图２所示。
柱内核心混凝土采用文献［８］中的应力 －应变

关系曲线，数学表达式如下式所示：

ｙ＝
２ｘ－ｘ２ （ｘ≤１）
ｘ

β０（ｘ－１）η＋ｘ
（ｘ＞１{ ）

（１－１）

式中：

ｘ＝ε
ε０
；ｙ＝σ

σ０
；σ０＝ｆｃ；ε０＝εｃ＋８×１０

－４ξ０．２；

εｃ＝（１３００＋１２．５ｆｃ）×１０
－６；β０＝

ｆ０．１ｃ
１．２ １＋槡 ξ

；

η＝１．６＋１．５ｘ。

图２　钢材的应力－应变关系

１．３　网格划分和接触定义
节点模型中各组件均采用 ８节点的六面体

Ｃ３Ｄ８Ｒ单元进行模拟，对节点核心区部位利用网格
加密法精细划分，如图３所示。涉及的接触有内外
钢管与核心混凝土、外钢管外侧与外伸端板、外伸端

板与单边螺栓、内外钢管与单边螺栓、核心混凝土与

单边螺栓。模型中所有的接触界面法线方向采用

“硬接触”，切线方向采用库伦摩擦（组合柱与端板

之间摩擦系数取０．８，内外钢管与核心混凝土之间
摩擦系数取０．４５）进行模拟。Ｈ型钢梁与外伸端板
之间的焊接连接采用“绑定”约束。

图３　节点部件的网格划分图

１．４　边界条件和加载制度
该外伸端板连接的组合节点计算模型如图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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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柱底、梁两端和柱顶加载点处设置参考点进

行耦合，柱脚按照铰接进行模拟，即 Ｕｘ＝Ｕｙ＝Ｕｚ＝
０；左右钢梁两端各自同时施加 Ｘ和 Ｚ向的位移约
束，即Ｕｘ＝Ｕｚ＝０。加载时第一步对单边螺栓施加
预紧力，第二步在组合柱顶施加轴向力，第三步采用

位移控制加载水平荷载Ｐ。

图４　外伸端板连接节点计算模型

２　有限元模型验证
２．１　已有试验概况

选取文献［９］中外伸端板连接的实心方钢管混
凝土柱－钢梁单边螺栓连接节点静力试验进行数值
模拟。钢梁型号为 Ｈ３００ｍｍ×１５０ｍｍ×６ｍｍ×
１０ｍｍ，梁长 １７００ｍｍ；组合柱外钢管为 ２００ｍｍ×
１０ｍｍ，柱高１６２５ｍｍ，所用钢材特性的具体参数见
表１；核心混凝土抗压强度为３３５２１Ｎ／ｍｍ２，弹性模
量取４４．３４Ｎ／ｍｍ２；梁柱连接采用１０．９级 Ｍ２０单边
摩擦型高强螺栓。

表１　钢材材性

试件
厚度

（ｍｍ）

屈服

强度ｆｙ

（Ｎ／ｍｍ２）

极限

强度ｆｕ

（Ｎ／ｍｍ２）

弹性模量Ｅ

（Ｎ／ｍｍ２）

钢梁翼缘 １０ ３４９．３ ４９２ １．８７×１０５

钢梁腹板 ６ ３１２．５ ５０８．３ ２．１６×１０５

钢管柱 １０ ３４９．３ ４９２ １．８７×１０５

ＭＥＳ１端板 １２ ３２３．３ ４３６．７ １．９８×１０５

ＭＥＳ２端板 １８ ２７４．４ ４１４．４ １．９３×１０５

２．２　有限元结果与对比
采用上述方法对２个组合节点进行建模分析，

得到了外伸端板连接节点的弯矩－转角曲线和破坏
模态，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见图５与图６，总体
吻合良好，验证了有限元模型的合理性。

３　参数分析
针对本文前述的外伸端板连接的方套方截面

ＣＦＤＳＴ柱－Ｈ型钢梁单边螺栓连接节点，选取了钢
材强度（Ｈ型钢梁屈服强度 ｆｙ，ｂ、柱钢管屈服强度
ｆｙ，ｃ）、几何参数（柱空心率 χ、柱长细比 λ、柱截面含

钢率α、螺栓直径ｄ、端板厚度ｔｅｐ）和荷载参数（螺栓
预拉力 Ｐ／Ｐ０，Ｐ０为《钢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７－
２０１７［１０］规定的１０．９级Ｍ２０螺栓预拉力，Ｐ０＝１５５ｋＮ）
对节点承载力和初始刚度进行参数分析，参数取值

见表２。不同参数对组合节点核心区Ｍ－θｒ关系曲
线的影响见图７。

图５　节点区弯矩－转角关系结果比较

图６　试件破坏形态结果比较

·６２１·



表２　参数类型和取值

参数类型 参数 参数取值 典型节点参数

钢材强度 ｆｙ，ｂ／ＭＰａ ２３５、３４５、４２０、５５０ ３４５
ｆｙ，ｃ／ＭＰａ ２３５、３４５、４２０、５５０ ３４５

几何参数 χ ０．４９、０．６５、０．７６ ０．６５
λ １７．９２、３０．７２、５１．１９ ３０．７２
α ０．１４、０．３２、０．５４ ０．３２
ｄ／ｍｍ １６、２０、２８ ２０
ｔｅｐ／ｍｍ ８、１６、２８ １６

荷载参数 Ｐ／Ｐ０ ０．２５、０．７５、１．０、１．５ １．０

　　（１）Ｈ型钢梁屈服强度ｆｙ，ｂ。由图７ａ可知，节点
极限承载力随着ｆｙ，ｂ的增大而增大，初始刚度基本保
持不变。与 ２３５ＭＰａ相比，ｆｙ，ｂ取 ３４５、４２０、５５０ＭＰａ
的极限承载力分别提高１８．５％、２５．９％和３３．３％。

（２）组合柱钢管屈服强度ｆｙ，ｃ。由图７ｂ可知，节
点极限承载力随着ｆｙ，ｃ的增大而增大，初始刚度变化
并不明显。与２３５ＭＰａ相比，ｆｙ，ｃ取３４５、４２０、５５０ＭＰａ
的极限承载力分别提高２１．４％、２８．６％和３５．７％。

（３）组合柱空心率 χ。由图７ｃ可知，节点弹性
阶段承载力和初始刚度随 χ的增大而减小，后期塑
性阶段变化不明显。与０．４９相比，χ取０．６５和０．７６
的极限承载力分别降低３．１％和６．３％，弹性刚度则
降低３４％和６０％。

（４）组合柱长细比 λ。由图７ｄ可知，节点弹性
阶段承载力随 λ的增大而增大，初始刚度变化不明
显。与１７．９２相比，λ取３０．７２和５１．１９时，弹性阶
段承载力分别增大２．９％和８．８％。

（５）组合柱含钢率 α。由图７ｅ可知，节点初始
刚度随 α的增大而增大，对承载力的影响并不明
显。与０．１４相比，α取０．３２和０．５４时，弹性阶段
初始刚度分别增大４０．８％和７６．１％。

（６）螺栓直径 ｄ。由图７ｆ可知，节点极限承载
力随ｄ的增大而增大，对初始刚度影响不明显。与
１６ｍｍ相比，ｄ取２０ｍｍ和２８ｍｍ时，极限承载力分
别增大９．４％和１５．６％。

（７）端板厚度ｔｅｐ。由图７ｇ可知，节点极限承载
力和初始刚度随ｔｅｐ的增大而增大。与８ｍｍ相比，ｔｅｐ
取１６ｍｍ和２８ｍｍ时，极限承载力分别增大７８％和
１０６％，初始刚度分别增大７４．８％和１３３％。

（８）螺栓预拉力 Ｐ。由图７ｈ可知，节点极限承
载力随Ｐ的增大而增大，弹性阶段初始刚度影响并
不明显。与０．２５Ｐ０相比，Ｐ取０．７５Ｐ０、Ｐ０和１．５Ｐ０
时，极限承载力分别增大１４．６％、４１．７％和７５％。

图７　不同参数对节点Ｍ－θｒ关系曲线的影响

４　结论
（１）基于非线性材料本构关系，采用有限元软

件ＡＢＡＱＵＳ，建立了外伸端板连接的方 ＣＦＳＤＴ柱 －
钢梁单边螺栓节点的数值模型。

（２）与已有试验的现象和结果进行对比，节点
的破坏模式类似，核心区 Ｍ－θｒ曲线吻合良好，证
明所建模型的准确性。

（３）对于本文所建外伸端板连接的组合节点，
随着钢梁屈服强度、组合柱钢管屈服强度、柱长细

比、螺栓直径、端板厚度和螺栓预拉力的增大极限承

载力增大，随着柱空心率的增大极限承载力减小；随

着柱含钢率和端板厚度的增大及节点初始刚度增

大，随着柱空心率的增大初始刚度减小。

（４）数值模拟分析表明，单边螺栓连接的方
ＣＦＤＳＴ柱 －钢梁组合节点具有较高的承载能力，
可以在高层或超高层钢结构建筑中进行应用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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